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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典范作品教学均可用评点的方法。《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

却的记念》两文有难度有深度，引导学生深读鲁迅作品可借助评点写作这一支点“以学定教”

“以写促读”，更好地把握作家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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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文言文教学的传统方法之一。对作品的写作技巧和思想内容

进行画龙点睛式的评论、指点。例如，评论立意选材、布局谋篇的优劣，指点遣词造句、技

法风格的长短。要求评论中肯，言简意赅，一语破的，发人深省，能够培养鉴赏能力和写作

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学习任务群 8，中华传统文化

经典研习”这一部分的“教学提示“中指出：“……学习运用评点方法，记录自己的感受和见解，

不断提高独立阅读能力。”对于中华传统经典作品的学习可以借助评点，现代文的典范作品

教学当然也可采用评点的方法，尤其是对较有深度的作品。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

册第二单元“单元研习任务”的第二部分有一项任务如下： 

《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都是鲁迅为纪念牺牲的进步青年所写的回忆性

散文，但在写作手法和语言表达．．．．．．．．．上又各有特色。认真阅读这两篇文章，用旁批．．．的形式就这些．．．．．．

方面作一些评点．．．．．．．，与小组同学交流后，合作整理一个“批注本”在班上展示。 

教材单元后的“单元研习任务“为编写者精心设计，要看成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完成的规

定动作。鲁迅的作品因其深度与广度又一直与学生有点”隔“，借助写评点，可以让学生从自

己的阅读感受与见解出发，拉近与作品间的距离，深入阅读文本。 

一．学习撰写评点，以写作促阅读 

首先，借助评点写作这一手段需要会写评点。评点可以有旁批、段评、总评等形式，以

旁批的形式进行“微写作”，把学生个人独特的阅读感受与鉴赏评价写下来，非常适合教学中

以写作来促进阅读。学习《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下文简称为《记》《为》）两

文时，我们不妨让学生学习模仿吴中杰的《<药>评点》，我们训练时可以把旁批大致分为以

下几种形式：感想式、评价式、质疑式、联想式。例如《<药>评点》中的以下评点： 

一生的积蓄，如何能不慎重！（感想式） 

此处虚写杀人场面，实写看客的动态。颈项如鸭子的比喻，形象地画出这类人的神情，

没有同情，没有义愤，极具讽刺意味。（评价式） 

“牢头和革命犯，想的完全不是一条路上的事，如何劝说法？”（质疑式） 

但乌鸦并不如夏大妈所企望那样的飞上坟顶，而是……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联想

式） 

当然多数时候，这些形式是组合在一起用的。《药》是一篇小说，《记》《为》是纪实性

散文，不管文体如何，均可以从写作手法和语言表达上撰写评点。教学《记》《为》两文时，



可以把评点写作作为预习任务来布置，初读可以让学生采用“盲评”的方式写作。然后针对“盲

评”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评点写作指导。再明确指向性布置任务，如：阅读《记》《为》两文，

从表达方式、修辞手法、句式特点、诗词引用、语言风格等角度选取相应的句子进行评点。

还可以为学生指定文中比较难懂的关键性句子，让所有同学撰写评点后进行交流讨论。把评

点写作贯穿在两文学习的始终，为学生的阅读鉴赏与表达交流提供一个合适易操作的支点，

促成有温度的阅读。 

二．借助评点写作，融化文本与学生之“隔” 

温儒敏先生曾说读鲁迅的作品如“思想爬坡”。“爬坡”是辛苦的，自然有部分学生不乐意，

如何采用合适的教学手段使学生不知不觉走进文本，评点写作是一种较好的方式。读学生撰

写的评点，教师不仅对学生的理解层面一清二楚，而且能准确地从中发现学生的疑问，即“隔”

在哪里。精准把握学情对有的放矢地进教学设计“以学定教”是大有裨益的。 

以下分享部分学生的评点： 

《为》原文：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

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

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学生评点 1：上一句还在想着日常关心柔石，而后句突然得到他的死讯，表现出作者的

意外。 

学生评点 2：“天气愈冷了”是环境描写，渲染悲凉气氛，“我们是有的”衬托出柔石在狱中

不幸的境遇，此刻作者还在关心柔石在狱中的生活，下一刻就得知柔石被害的消息，一条活

生生的命死在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多么悲凉！ 

学生觉得鲁迅的作品难懂，第一重阻隔往往是时代之“隔”。这么好的青年为何被暗杀？

国民政府当局为何要实施这样的暴行？第二重阻隔往往是语言之“隔“。鲁迅先生长歌当哭为

何还要压抑悲愤？《为》这篇文章相较《记》在表达上更为隐晦曲折，鲁迅的情感也更为内

敛深沉，为何此文要这样表达？通过两位同学的评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基于自己对语言文字

本身的感受出发，发现了上一句是鲁迅先生作为师长、朋友对柔石的“日常关心”，而接下来

却是“被枪毙”的噩耗传来，何等震惊！何等意外！何等痛心！何等悲凉！通过评点写作，学

生更深入地领会了作者对青年的情感，也就更能体会对国民政府当局行为的愤慨。同时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去借助资料去了解写作背景，或者借机引导学生去拓展阅读鲁迅的作品进行专

题研究，如联系《社戏》中的“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这一类的文字，去探究鲁迅先生是如何描写

“时间”的。  

第三重阻隔应该也是最难融化的思想之“隔”。学习《记》《为》这两篇文章，“聪明”的学

生在把握情感主旨时很快就总结出“套路”，即悼念死者，控诉暴行，揭露谎言（这一点主要

是《记》这一篇）。以《记》为例，文中有些议论抒情的语段以及重点句子的含义被学生忽

略。如： 

1.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2.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

沉默中灭亡。 



3.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仅举以上三处即可看出，鲁迅先生写作此文绝不仅限于记念和控诉，他的作品总是蕴含

着“深广的忧愤”，这“忧愤”还包括：反思教训，抚慰亲友，赞扬女性，激励猛士……思索衰亡

的民族如何才能找到一条生路。这些教学的难点，笔者通过指定句子让学生写评点并在课堂

上讨论合作解决，学生的评点可以写感想式、评价式或者质疑式。也向学生推荐了钱理群《鲁

迅作品十五讲》等著作课外阅读加深理解，有助于写比较联想式的评点。 

鲁迅作品与学生之“隔”以上概括不一定全面，不过借助评点写作这一个真实情境的语文

活动，使逐渐融化文本与学生之“隔”成为可能，当然要完全消除会很困难，如融坚冰一般循

序渐进是可以做到的。 

三．交流评价评点，打通群文阅读“关节” 

说到这里，有的老师可能会觉得评点写作的作用似有夸大之嫌。笔者认为评点写作对于

“以写促读”“以读促写”的教学方法而言，和文学短评、人物短评、会议纪要、推荐语等“微写

作”一样，都可以成为真实情境下发生的语文活动。怎么组织好利用好这个活动呢？采用学

生自评、生生互评、教师点评是激发学生兴趣的良好手段。各个班级把优秀的评点汇总成一

个“评点本”在年级展示更是激发学生成就感的好方法。除此以外，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交流评

价，自评互评，打通《为》《记》群文阅读的“关节”。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以下分享部分学生的评点： 

《记》原文：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

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 

学生评点 1：以“中华民国”写时间，暗含讽刺;以“三民主义”立国已十五年，人民受

宰割的命运却未改变；史家笔法郑重其事交代写作时间让历史永记。 

学生评点 2：这是一个长句，一口气很难读完，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可见作者当时

悲愤压抑的心情！ 

学生互评质疑：什么是史家笔法？ 

教师追问：《记》中还有其他文字用到“史家笔法”吗？《为》中有没有？ 

如果把学生评点 1 的讨论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记》中还有第五部分第 2 段关于刘和珍

等人被残忍虐杀的文字，以及《为》中第四部分第 8 段写柔石等人中弹的文字都用了“史家

笔法”，即于客观冷静的描述中寓褒贬，寓评于叙。这是从表达方式的角度所作的评点。根

据学生从表达方式的角度所作的评点，可以设计群文阅读的主问题：《记》《为》这两篇纪实

性散文是如何借助多种表达方式来抒发感情和传达主旨的？学生评点 2 是从语言运用中的

句式角度进行评点的，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从语言方面所作的评点，设计群文阅读的主问题，

对两篇文章进行勾连比较、梳理整合，完成单元教学设计中的教学任务。 

“单元研习任务”中说两文“在写作手法和语言表达上又各有特色”。提示学生可以从写作

手法和语言表达等角度撰写评点，评点是一粒粒“珠子”，有了“珠子”，教师再用有创见的教

学思路这根“线”串起来组织教学，那么群文阅读“关节”就能更好地打通。 

以上通过指导学生写评点，交流评点，根据评点组织教学来“以学定教”“以写促读”，促

进对鲁迅作品的细读深读，以期更好地把握作家作品。所谓教无定法，通过尝试一课能有一

得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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