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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言悟文，激趣促思

——以《学弈》为例的六年级文言文教学一得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 王旭华

文言文教学历来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对于六年级来说，如

何进行有效的教学环节设计，并通过巧妙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习得文言知识、感

受文言文的韵味，同时保护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是教师们在进行教学设计和

课堂实践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尝试着在六年级学段开展了

以《学弈》为例的文言文教学课例研究，并从中略有所得。

本次课例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于初中阶段起始年级的文言文教学而言，

如何根据文本确定有价值的教学内容，如何根据学情安排教学环节的顺序，如何

制定兼顾“文”与“言”的教学策略，如何达成激发学习兴趣与培养学习习惯的

教学目的等。

一、根据文本特点确定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本次课例研究的文本是一则比较浅近的谈论学习态度的文言文《学弈》。文

章讲述了两个人跟随弈秋学棋但效果截然不同的故事，阐述了学习要专心致志的

道理。文章以叙事为主，以作者的判断结尾，所要表达的观点蕴含于故事当中。

六年级的学生在此之前已经学习了《伯牙鼓琴》和《书戴嵩画牛》这两篇文言文，

初步具备了通过朗读、借助注释和工具书了解文言文大意的能力。根据上述学情

和文本特点，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设定为：朗读课文，借助注释疏通文意，学习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品读课文，学习揣摩故事的寓意，了解寓意和启示的区别；

了解课文通过故事表达观点的写法及其作用。

就本课例而言，可以文本为例，引导学生了解寓意和启示的区别。在进行第

一稿的教学设计时，我更多关注的是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要根据文本的文体特性

来决定教什么，所以对教学目标的设定侧重于通过分析人物表现感悟故事中蕴含

的道理。在研课的过程中，我开始关注到文章的文体特征，课本中节选的《学弈》

这一则文言文由故事和作者的议论两部分组成，这是寓言的基本格式。学生在阅

读这一类故事的过程中，往往能够感悟到一定的道理，但其中有些道理是故事的

寓意，而有些道理则是故事的启示，那么寓意和启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将

本课当作寓言来教学，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文本为例，引导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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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寓意和启示的区别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便在教学目标和教学环节的设计中

增加了“辨析寓意和启示”这一点。在第一课时的教学过程中，先引导学生结合

文末表达作者观点的两句话揣摩故事的寓意，接着带领学生通过查字典辨析“寓

意”和“启示”的词义，进而了解它们的区别。寓意侧重于文本本身蕴含的思想

与道理（未必都是作者愿意），启示侧重于读者由文本获得的联想与感悟。二者

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差别。后者往往以前者为基础，但又不限于前者。最后，让

学生再次回到“学弈”的故事中，从不同的角度谈一谈从中获得的启示，比如：

从专心致志的学生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到“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致志”这一启示；

从三心二意的学生的角度，我们可以从思考他为何在学弈时一心想着空中的鸿鹄

这一问题推断，也许他对下棋并没有兴趣，从而得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一

启示；从老师弈秋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教师要因材施教，时刻关注学生学习

状态，不断调整教学策略”等启示。在第二课时的拓展延伸环节，引导学生通过

阅读课后练习第四题中的几则关于学习的论述，学会提炼概括启示的方法。相信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今后在阅读这一类文本时，能对寓意和启示的区别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他们也能慢慢地掌握提炼概括故事寓意和启示

的基本方法。

二、根据学生的学习过程安排教学环节的顺序

就本课例而言，可引导学生在粗读悟理之后“逆推”人物表现，从而理解故

事背后的逻辑与故事蕴含的道理之间的关联。在进行第一稿的教学设计时，我遵

循了这篇课文的一般的学习路径，即在整体感知文本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两

人学弈的不同结果及在学习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再结合文末表明作者观点的语句，

从而悟得“学习要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这样才能学有所成”的道理。经过

研课，我将这一学习路径调整如下。第一课时：先整体感知文章的主要内容，接

着通过品读文末表达作者看法的两句话，初步感知文章蕴含的道理。第二课时，

深入思考：为什么“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成？以这一问题为切入，先分析两人

在学弈过程中所拥有的相同条件，接着在理解“专心致志”词语的意思的基础上，

分析故事中专心致志的人和三心二意的人的不同表现，从而深入理解：当学习条

件相同时，专心致志的学习态度是学有所成的学习结果的必要条件。前后两种学

习路径的本质差异在于，教学时到底是以文本为序还是以学生学习为序来进行教

学设计。对于《学弈》这个文本而言，“专心致志”的寓意是学生一望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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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故事背后的逻辑及其与寓意的关系是六年级学生的学习生长点。所以，在进行

教学设计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在粗略感悟故事道理之后，以文中关键词句为抓手，

“逆推”人物表现与道理之间的关联，从而对悟得的道理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以

这样的顺序来进行教学设计，能够真正地关注到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习需求，突

出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性。

三、课堂随“文”教“言”，课后整理积累

文言字词可随文而教，并辅以定期的整理加以积累。在常规的文言文教学中，

教师们可能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困境：文言字词的教学到底是在课堂中一字一句落

实，还是在讲解文章的过程中随文落实？两种方法可能各有其利弊。课堂中将文

言字词通过逐字逐句翻译的方法落实，便于学生系统地识记、积累文言知识，但

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在这种按部就班的枯燥的学习模式中，容易对文言文

的学习失去兴趣，同时，这种将词句割裂讲解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言

文本身的美感。在讲解文章的过程中随文讲解文言字词是现今文言文教学比较提

倡的做法，这种教法很好地关注到了学生在学习中的需求和主体性，能够很大程

度上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带领着学生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随

文落实文言字词，学生便能结合文本内容更加深入地理解文言字词的意思，从而

形成比较长久的理解性的记忆。但是，文言字词随文而教的做法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文言知识的讲解比较零碎，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后引导学

生养成整理积累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对六年级的学生而言，教师可以在课后利用

专门的时间帮助学生对本课中的文言字词和特殊句式进行系统地整理，并引导学

生通过制作活页笔记本、文言词卡片等方式积累课内已学的文言知识。

以本课为例，我随文讲解文言字词的具体操作如下。在整体感知环节设置“朗

读课文，读准字音”的任务。学生在朗读文本时，误将“为是其智弗若与”一句

中的“为（wèi）”读成“wéi”，我便顺势请学生进行字音的纠正，他们在借助

书下注释中的字义确定字音的过程中，既学会了据意定音的方法，也了解并记住

了“为”在这个句子中的意思是“因为”。在复述课文的环节，学生根据注释能

够比较容易地翻译文本，但会忽略一些字词，我便相机进行指导和落实，比如“非

然也”中的“然”意为“这样”。在深入品读课文的环节，学生在分析两人学弈

的相同条件和不同表现时，容易聚焦“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

弈”“与之俱学”等语句，我便对“通国”“善”“诲”“俱”等词的词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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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讲解。在实际的课堂中，这种文言字词随文而教、散点落实的方式很大程度

上保留了学生对文本的整体阅读感，使得学生对文言文的畏难情绪减弱，对文言

文的阅读兴趣有所提升。而在以往的文言文课堂教学中，我习惯于在朗读文本之

后设计“疏通词句”的环节，在逐字逐句翻译文本的过程中，学生往往流露出疲

乏之态，课堂变得沉闷，更糟糕的是，长此以往，学生在阅读课外文言文时会产

生“望而却步”的心理。所以，本课教学实践让我明白了，在今后的文言文教学

过程中，要充分关注到学生的学习感受和需求，巧妙地用随文而教的方式保留文

本的整体性，将文言这道“障碍”化为“桥梁”，让学生能够借助这座“桥梁”

深入理解文本蕴含的哲理与情思，同时领会凝练的语言形式中所包含的意趣。

四、朗读激趣，让学习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养成

第一，朗读，让文言文教学“返璞归真”。

汉语精练、优雅且意蕴丰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语古典诗文所

具有的韵律美感，是其他任何文学形式所无法比拟的。经过千百年时间流传下来

的文言文，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教学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篇章，自

然离不开“朗读”。学生在声情并茂的朗读中，不仅能培养文言语感，感受文言

的凝练含蓄之美，更能领会文章的精髓，思考其弦外之音。但是，教师在教学文

言文的过程中，常常落入这样的窠臼，即设置无目的的、刻意的朗读环节，这种

“为了读而读”的设计容易让学生在枯燥单调的朗读中陷入疲和无味。可见，文

言文教学朗读环节的设计一定要有层次、有目的，形式应丰富多样。

以本课为例，朗读活动的设计贯穿始终，且每一次朗读都有其用意。在第一

课时整体感知环节，通过个别读、齐读等朗读形式，让学生在初读课文时读准字

音、读出停顿，感受文言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更重要的是，掌握据意定音、据

意停顿等文言文朗读的方法，从而初步感知文章的大意。在第二课时品读课文环

节，通过对关键词句的朗读，揣摩作者对文中人物表现的情感态度。例如：学弈

时专心致志的人“惟弈秋之为听”，学生在反复朗读这一句话的过程中，发现这

一倒装的句式起到了强调的作用，表达了作者对这个人的肯定和赞扬。相反，学

弈时三心二意的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学生通

过反复的朗读发现“虽”“一心”“以为”“思”等词可以重读，从中感受到作

者对这个人的否定和批评。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文言文教学应该以朗读为经，以理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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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为纬，在熟读成诵的过程中，学生终能品味出文言文的“味”，感受到汉语言

文字的魅力，从而激发文言文的学习兴趣，以及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第二，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学习文言文的习惯和方法。初中阶段的文言文教学，

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另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和方法，如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文章大意，通过反复诵读把握文章内容等，这

一点对于六年级的文言文教学来说尤为重要。如何在保护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帮

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本课的教学给了我一些启示。有时，渗透在教

学过程中的无意识的学法指导比刻意的“灌输”更为有效。例如：在导入环节解

释标题“学弈”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养成读文言文关注注释的好习惯；在朗读环

节，引导学生了解读文言文据意定音、据意划分停顿的方法；辨析“寓意”和“启

示”的区别时，引导学生养成查字典的好习惯；理解“专心致志”的词义时，除

了借助字典，还可以回顾已学过的《伯牙鼓琴》中的“方鼓琴而志在太山”一句，

明确“志”的字义，可见，读文言文时勾连旧知也是一个好习惯。在常规的文言

文课堂中，教师往往习惯在小结的环节对学法做一定的指导。但是，在本课的教

学过程中，学法的指导是渗透在各个教学环节中的，有时候，甚至融合在对个体

学生的表扬和鼓励之中，这种“无意识”的“指导”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不仅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帮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方法。

通过本次课例的教学研讨，我对初中阶段起始年级的文言文教学有了一些新

的认识和体会。于教师而言，无论是教学目标和内容的确定、教学环节的设计，

还是课堂学习任务的呈现，都应当以学生为本，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习

需求。于六年级的文言文教学而言，教师可以根据文本的内容及文体特征来确定

有价值的教学内容，在安排教学环节的顺序时应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在教学过

程中可以通过朗读、随文而教文言字词等方式引导学生逐步养成学习文言文的好

习惯，激发文言文的学习兴趣。“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的“教”是

为了“不教”，怎样使学生的学习的过程中有效地掌握方法，举一反三、迁移活

用，是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仍需深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