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谈中学藉文教学中串讲法的

批 判 与 继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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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讲是我国范文讲读中传统的教学方法。尽管三十多年来,串讲法曾经遭受到各方面的

指责|但是语文教师们进行短篇课文、特刖是文言文的教学时,常常还是自觉或不 自觉地采

用了这种教学方法。为了提高串讲的质量和探讨进一步改革串讲的途径,有必要对串讲作一

点粗略的探讨。

一提到串讲-有的人认为不过是按照课文从头到尾,羽现代汉语髀l译古代汉语,用 口语

或方言讲解书面语言。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顾名思义,所谓 “串″,就是贯串、联贯的意

思,指的是联贯 文意,贯串上下文的联 系; “讲”,就是 指讲清字、词 的 含义 和用 法。

“串讲”,就是指在讲清字.词 含义的基础上,运用语法、修辞、逻辑以及文章作法的基本

知识,贯通句的意思,分圻文章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对全篇文章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

式有正确完整的认识。

串讲的方法,在我国教育史上起源很早。叶圣陶先生说: “我想,这种教法大概很古了

吧。汉朝的大师传经授书,讲究声韵训诂,后代人看来似乎很了不起,可是按实际一想,跟

私塾老师教我,我教小学生相差并不多,无非是讲书。” (《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

学>)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于古代的教学究竟如何运用串讲法的,我们已无从了 解,怛 随 文

释义的注疏,却为我们保留了一些古代串讲的痕迹。随文释义有一种名叫 “义疏″的形式 ,

据 《隋书·经籍志》著录 《周易义疏》十九卷,注云: “宋明帝集群臣讲。”可见这大约就是

古人串讲的一种讲稿。南朔的统治者都很重视讲经, “他们不仅要讲儒家的经,也耍讲道家

和佛家的经。为了扩大这方面的影响,当 时王朝的最 i高统治者皇帝 (如梁武帝、梁简文帝 )

还常常亲自参加讲经活动。在梁代,采取登讲座讲经的办法,听讲的人数有时多至干余人或

十百人。要讲经就得有个讲经的稿子。” (月大璞《uⅡ诂学要略》)“义疏”为我们提供 F研究古

人串讲的资料。早在东汉时代,随文释义的注疏中还出现了 “章句”的形式,如赵歧的 《孟

子章句》、王逸的 《楚辞章句》。他们都于释词之外,还要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

手段、叙述表达方法、串讲文意、分析篇章结构。所以,古入解释: “章句者,经师指括其

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 (沈钦韩《汉书疏证》), 《后汉书·桓谭传》的注也解释为 “章 句

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串讲基本⊥保啜了注疏、训诂学中随文释义的方法。如 《楚辞·国殇》中: “带 长剑 兮

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
王逸注:“ 惩,总也。言己虽死,头足分离,而心不惩赴、。”

一九

七九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巾学语 文课本 对这一句所作 的注释是: “身首分离,剑弓依 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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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斗志依然不屈。惩,惩创,伤损。”用 “斗志”解释 “Jb” ,用 “不屈”解释 “惩”
,

用 “秦地制造的弓”解释 “秦弓”,用 “身首分离,剑弓依然在手,斗志依然不屈”,把全

句的意思联贯起来。这种先解释旬中重点词语,然后再把全句的意思串起来讲一下,就很明

显地是继承了 “章句”、 “义疏”的传统,这样串讲,无疑有助于学生丰富、积累词汇和理

解文意。

为了使串讲这种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在今天的语文教学实践中,焕发新的光辉,下面

着重从串讲的方法和对传统串讲进行改革两个方面,作-点粗略的探讨。

关于串讲的方法

l。 释词

串讲,-股首先要解释清楚句子中蓝点词的意义。因为学生不理解句子中词的意义,就
不能理解全句甚至文章的整个意思,所以释词是讲读教学中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方面9过去

的 “章句”、 “训诂”给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如王逸 《楚辞章句 ·国殇》中 “车错毂兮

短兵接
”一句,注释说: “言戎车相迫,轮毂交错,长兵不施,故引刀剑以相接击也。”其

中把 “车”解释为 “戎车”, “毂”解释为 “轮毂”, “锴”解释为 “交错″, “按”解释

为 〃接击”。这是以复词解释单词,并注意到了诗歌的语言特点,适当地 加 以分 析,正如

郭璞注 《尔雅 ·释诂》所指出的 “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 殊语。”这种解释词的方法,是
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在今天中学语文教学中,特别是文言文的教学,应当继承这种传统的

释词方法。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对这句所作的注释是: “ ‘
错

毂
’,斡毂交错”这是说双方战车桕迫混战。毂,车轮中心的圈,外面连接辐条,里面横贯

轮轴。 ‘
短兵

’,刀剑之类的短兵器。”这就是根据了 《楚辞章句》的解释。

串讲中的释词,主要是解释词在句中的意义。讲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读懂课

文,提高学生的渎写能力,只有讲清了词在句中的意义 ,才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至于在释

词驵 ,大 讲其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和假借义以及烦琐考证、牵强附会 ,都必须坚决反对。有

的认为释词每∵个字都要讲,特别是文言文的教学,不字字都讲,就不能
“
字字落实

”
。这是一种

极其片面的认识。课文中有的词可以落实,有的词可以半落实,让学生只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有的词根本不需要教师去落实,学生联系旧知识就可理解。总之,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释词要突出重点,要抓住关键,特别是那些与表达课文中心有关的而学生又难于理解的

词,要作为释词的重点。释词不能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要 “据文定义”,不能 “据词定义”
,

不能只按字典、词书的解释,而要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确定它的意义。只有把每一个词放

在句子中去,才能讲清它的特定意义。如 《谋攻》 △下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这里的 “一”

不能讲作数词,应根据 《经传释词》的解释,作副词的
“
或

”
讲,而高中一册语文课本中对 “

一

胜一负”的注释是 “胜负各半”,就是作数词在讲,这就不符合文章的情意了。当一个词在句

中按它的本义解释不通的时候,还可考虑它的引中义、比喻义乃至假借义 ,绝不可胶柱鼓瑟,望

文生义。至于文言文的释词,我们觉得课文内容主要是靠实词来表达的,学生文言实词掌握

多了,阅 读文言文的能力也就自然提高了。因此,教师应重点放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文言实

词上,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实词,应作释词的重点:至于-些文占虚词,只要讲清它在句中的作

用就行了,不要离开课文过多地去讲虚词的一些复杂的语法现象,讲了学生也不-定能掌握。

等到学生学习了一定数量的课文以后,掌握了较多的语言材料,再去适当地有重点地集中分

析比较,从中学语文课的实际出发,适当地总结规律,切不可大讲其古汉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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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讲句 I

在重点字词讲解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讲清句意。在这个问题 上,古 代 的 “章句〃、
《义:疏》等典籍中-给我们留下了足资借鉴的经验。如: 《孟子注疏 ρ梁惠王下》: ∶ ∷

今工鼓乐于此,百姓闻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安页雨相告: “
吾工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

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赵岐注: f鼓乐者,乐以鼓为节也。管,笙 ,龠,箫 ,或曰:龠,若笛,短而

有三孔。诗云:左手执龠以节众也。疾首,头痛也。蹙良页愁貌。言王击鼓作乐,发赋徭 役皆出 于民,而德不

加之,故使民愁也。盯

赵歧的注,前面先解释句中的重点词语,后面一句 “古主击鼓作乐,发赋徭役皆出于民,

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就是句意的爿i讲 。这样作
-对

于帮助读者读懂课文,大有助益。

串讲句意,一般是在解释词义之后进行的,但古代训诂学家并不拘守这种格式,有时先串讲

句意,后释词义,也有把串讲句意穿插在词义解释的中间。如: 《诗经 ·魏风 ·伐檀》∶

“
不稼不穑,胡取禾二百廛兮?不狩不猎,胡 瞻尔庭有悬豸邑兮?” 郑玄笺: “

足谓在位贪酃,无功而受禄也,

冬猎曰狩,宵 田冂猎。胡,何 也。貉子曰貊。”

就是先串讲句意。此外,在串讲句意的时候,偶尔也要作句读、语法的分析。

讲句迪不是全篇文章的每一句都要讲,古代的注疏就是这样的。有些 句 子 文 意浅显 ,

一目了然,完全可以不必花时间去讲,可以通过朗读让学生体会句子的内在含蕴。串讲的重

点应放在帮助学生解决课文中的难点。对于文言文中一些较特殊的旬式,只要讲清它的特殊

语法现象,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文章的意义就行了,不必 过多地 去涉及-些 古汉语的 语法问

卢琶Ι。̈

【 3。 讲段

讲段是在讲句的基础上,.进ˉ步引导学生从内容与表达两个方面对全段总的把握。古代

的
“章句”,在串讲完一段之后,往往要简要地说明一下全段的大意,作个 简要 的归 纳 总

结。如赵岐的 《盂子章句》,在串讲完一段之后,为了说明全段的大意,还 特地 加 了一个

1章 旨”。这种串讲段茸,阐 明章旨的作法,在其它一些传注里也有,如 《杜诗集注 ·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在每一段之末,都简要地阐明了段意。如: “‘
此记风狂而屋破 也。’

‘
此叹恶少凌侮之状。’ ‘

此伤夜雨侵迫之苦。’ ‘
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 民胞 物 与之

意。’”其它如 《毛诗诂训传》、 《毛诗诂朗丨笺》等都有一个阐释段 意的 “笺注”或 “传

注″。这对于读者读懂古书,进而掌握全文是很有必要的。古人的这些做法,于我们今天的

语文教学中也仍然是有益、有用的。为了进一步探讨如何在继承传统的经验的基础上讲段,

我￠l特提出以下两点初步意见。                   '
∷ 首先,讲段翠着眼于篇。

● 在语文的实际教学过程中,·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有经验的教师,总是按照从总体

到局部再回复到总体这个八们的一般认识规律来安排教学环节的。串讲段要扣紧全文主题,

起揭示文章主题的作用,引导学生从文章的每一局部到全篇总体的把握。同时,讲段只有着

眼双篇:才能讲清它的特殊作用和价值。如 《失街亭》全文共分三段:第 -段 ,写战前部署,∵

表现诸葛亮用真的谨慎,}部 署的严密;第二段写街亭战役,表现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料敌如

神;第三段,写i失街亭后处置马谡和所矛取的∵系烈衤}救拧施,奉现诸葛亮赏罚严明即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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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孝。取冶才能。佴伞永郡:甲 绋若才葛覃惊

^的

智崽和卓越:岣竿芋、政治才能这个主题在

写。尸牝,衤们珲垆段中时候,瘅当却紧揭示诸葛亮的木智大勇、大谋大略这个主题,最后

才能正确分析文章的主题思:想。

其次,讲段要注意引导学生去理解段与段、段与篇的内:在 联系,从而使学生在写:作上获

得借鉴。¨

中学教材中入:选 的文章,一般都是文质兼美的佳作。我们在串讲的过程屮,要有意识地

以范文为材料帮助学生在理清文意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写作水平。要有目的的结合学生的写

作实际,重点研究作者谋篇布局的经验,有重点地分析文章的某一艺术特色。这种分析,不
是在全篇讲完之后再去总结归纳为儿条,而是贯串教学过租的始终,并且要作为讲段的一项重

要内容。如串讲 《陈涉世家》第一段时,除了使学生了解这一段的内容以外,还要引导学生

懂得这段在结构上为下面写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埋下伏笔,为故事情节的开展、人物形象
的刻划作好铺垫,从而使学生懂得这样开头的作用,并学习这 种 写 法。又如 《三峡》的结
尾,用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吗三声泪沾裳”这首渔歌作结,结尾很有特色,其作用是承上
面描写清秋凄凉景色之后,进一步烘托清秋的凄凉。这个结尾不仅反衬出伙景的凄清,而且

通过这首渔歌,曲折地抒发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深化了主题。这是别共一格的结尾点
题,是卒章显志的方法。串讲时,可 结合学生写作上的问题比较分析,使学生不仅掌握了段
与段、段与篇的内在联系,同时还从写作上获得了借鉴,提高写作水平。

应当指出:我国古代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某些评点注释的文章选本,如 《古文观止》之

类,它一方面随文释义,一方面分析写作方法,有时也分析主题,并十分注扌文道结合,从
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进行思想 Il宀 德、情操及审美等诸多方面的教育,对于我们研究怎样

串讲句、段、章乃至整篇,很有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传统的串讲法,是教师用口头传授知识的一种方法。在今天中学语文教学
、
I中 特别是文言

文的教学中往往要采取它。这种方法肓不少的长处:串讲的目的性十分鲜明,就是要教学生

读懂一篇文章,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评价这篇文章 ,

从而使学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到语文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教法自始至终不脱离课文,不
脱离课文作者的思路,不脱离文章的脉络。吕叔湘指出: “现在流行的课文分析法,什么四

·
大块五 大块,五十年代 从苏联传过 来的。” (《 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串讲法和 这种方
法是完全不同的。它同那种把课文的语言东鳞西爪地抽取出来,再加上些从 其 它 语 法、修
辞、逻辑专著中找来的例子,脱离了课文的句意、段意和篇意,大讲其文言虚词、文言句式

以及概念、判断和推理之类的所谓基础知识的作法也根本不同。它便于 “文逍结合”,便于
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但串讲也有不少的短处,如这种方法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处
于被动状态;同时教师讲的,学生不一定都能昕懂,就是-时听懂了,印象也不一定深刻。

另外,也不利于教师了解学生对课文的领会和掌握情况,容易造成教学上的主观主义和盲目

性。所以,我们对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要进行改造,以更好地适应今天中学语 文 教 学 的需
要。军于如何进行改造,我们初步认为 :

.一、串讲要贯彻启发式,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 语文教学既是科学 ,、 又是艺术。教师既要懂得心理学的原理,又要.特剔研宄教学过程中
的艺本 ,∷ 从而加强教学效果。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凡暴有经捡的教师,总是千方百计地最大

呷度地者拧秀学隼申注意力,翠起他们的涔趣,启发他们昀求知欲望ρ在我国传统的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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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申:很早就 0L经洼惫了蓰教师的启发下 ,充分调动学生学匀幽祆破性和圭钫性,启爱他flil白

己探索知识的兴趣,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了。
·
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孔子就提出了 “不愤不

启,不忭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 沦语·雍也》)的教育主张。“愤”,就是指

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 1日 题,迫切地想解决闸题,们又一时解决不了,而又决心要寻求解决的

心理状态。
“
悱

”
,则是指学生想说而又不知怎杆表达出来,心里似乎明白,但又不能恰当表现

出来,而又决心要表达清楚的那种心理状态。从教学法的角度来讲,就是教师的
“
讲

”
要在学生

处于 “愤” “悱”的状态之中。在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产生了迫切的求知欲望的情况下 ,给

学生以j重 当的启发、诱导,才能收到
“
举一反∷?的教学效果:我们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也体会

到:教师在课堂上的启发,主叨是通过语言的启示,引 导学生去思考、去探索问题的答案,充分

发挥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和主劢性。
“
讲之功有限,习 之功无已

”
,这是贯彻启发式的关键。

研究课堂教学的心理学,讲究课堂教学艺术,特别是教学语言艺术的研究,是贯彻启发

式,培荞学生学习兴趣不可忽视的一环。教师应当通过语言的形象,生动地再现出课文中所

描绘的情景,在 “精苫不能迫其极″的情况下,采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达到 “壮辞可以喻其

真”的境界,把课文中那些 “沂r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事物,赋予具体可感的形象,给
学生一种可 见可感的栩栩如生的

^⒎

彡象感受,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让学生时时感到

学习是一件愉快的事。总之,要把串讲搞得既生动活泼,丰富多采,而又情趣横生。

贯彻启发式,培齐学生学习兴趣的又一重要问题,是对学生学习和研究方法的培养。宋

代朱熹说过: “读书是自己法书,为学是自己为学。”只要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

习惯,就可逐步达到叶圣陶先生所提倡的 “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 艹琏

自探”的境地,这就是我们教学上的最大成功。

二、串讲还可同其他的教学方法结合使用c

任何一种方法,都既有所长,又有所短。课堂教学不能单一地一种方法到底。方法是f
段,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取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的目的,任何一种教 学方法 都可采 用。我

们应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在串讲课文中,可插入提问法、谈话法、讨论

法、复述法等。对于一些抒情诗文,可着重于表情朗读,教师只讲学 生难 于理 解 的部分 ,

也就用不着逐段串讲丁。有些课文 的讲读,也可用编写课文 提纲的方法配 合进行。有 的滞

文,教师串讲时,可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质疑问难,教师指引思考的方向,提示解决问题的

门径,多让学生去思考,去分析比较,去综含概括,让学生自己去解决 9教师只作适当的补

充、归纳。只有涉及到新知识和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时,教师才作丨必要的讲解。这样就叮以

避免教师讲、学生昕的被动状态。近代美 l司 的布鲁纳提倡一种新的名之曰 “发现法”的教学

方法,我们认为在对课文进行串讲的过程中,是宄全能够结合使用这种方法的。

三、串讲要贯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要符合学生的认识过程。

串讲必须恨据学生年龄、心理和认识水平,讲的分量、难易和深浅要适度。所谓高难度的

提法,我们体会是既不能高不可攀,也不能唾手可得。应当注意符合学生认识过程的发展,儆到

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如对于词语的解释,重点要在弄清弄懂词义方面,不

能孤立翅L提 出来讲一词多义、一词多用。至于虚词和一些比较复杂的语法现象,教师讲解岜

要从学生的接受能力出发,严格掌握量力性原则。又如在文言的翻译中,通过翻译,不仅可

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和词语的确切意义、用法,而且还可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这是文言 文教学中,提高学生阅 读写仵能力的一种 有效方法。在作这方 面的训练时,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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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认识水平,逐步提高。开始叮耍求准硗的赵译,做到忠实原文 ,

字词句落实。随耆年级的升高,可逐步提出语言通颐和有文彩的要求。

总之,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每-篇文章鄱是字、词、句、锦,语、修、j翌 、文的综

合运用。事实证明:象ˉ个千手观音,样样部抓,不仅不必要,也不可能。串讲必须注意量力

性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才能收到好的效某。教师不能不颐学生的年龄特

征和年级的不同要求,而在课堂上逞其所好,大量补充,旁征溥引,以为讲得越多越好,挖

得越深越有水平,大加发挥,不看自己的对象,一谓迫求表丽上的丰宙深刻,结呆知识和能

力都不落实。入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同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也有一个过程 ,

而决非 教师讲一堂 课所能解决的。教师的 串讲只能 i迫 引路的 阼用,洛,还是靠学生白己迈

开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教师的讲不能代替学生的学,所以,深度广度要适当,要留有余

地,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有时为了照顾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认识水平,还 白r允许学

生对某些问题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随右年级的升高,教师便可在适当的时机,再

作适当的点拨,学生便可豁然贯通。

叶圣陶先生说: “教师教任何功课 ,‘ 讲
’
都是为了达到用不苷

‘
讲

’
,换个说法 ,‘ 教

’
都是

为了达到用不着
‘
教

’
。怎么叫用不着

‘
讲

’
用不着

‘
教

’?学生入了闸了,上 T路了,他们能在

繁复的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 实 践,解 决闷题了,岂不 是用不 着 给
‘
J⒈

’
给

‘
教

’r?”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对我们研究和改革传统的 “串讲”

法很有启发。叶圣陶先生首先肖定了
“
教

”
的作用,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是必要的,教师完全

不讲,学生不可能自得,而只能是自流,所谓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就戊了空中偻剧。教师不

仅要
“
教

”,而月~要教得得法, “用不着教”的目的才能达到。我们应该以 “讲是为了用不着

讲”这个思想作指导,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培养和发艮学生的能力·,才能

事半功倍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上接第82页 )

《文》中有 f洵 作 《族谱 》”语,苏洵

作 《苏氏族谱 》在皇祜四年 (1052);诗 中

又有
“送哭酸辛

”, “跪读此文”语,故当

作于皇祜 四年至至和二年或嘉祜 二 年 至 嘉

祜 四年居眉时           1
(138)《 祭 史亲家母文》 (卷十九 )

《文》云: “
夫入之孙,归于子 (苏 )

辙。自初许嫁 ,以 及今 日。”苏辙娶妻史氏

在 至和 二年 (1055),此 《文》当 作 于其

后。

另一类是尚无系年线 索 的:(I3θ )《 太

玄论上 》、 (1硅0)《 太玄论中》、(1狃 )《 太

玄论下 》、(1″ )《 太玄总 例》 (以 上 见卷

八 ),(1迈 3)《 谏 论 上 》、 (1狃 )《 诔 论

下》 (以 上 见卷十 ),(1姓 5)《 喾 妃 论》、

(1压6)《 明论》、(147)《 三子 知 圣 人′之污

论》、 (1犭 8)《 利者义之和论》 (以 上 见卷

十一 ),(1硅 9)《 吴道子 五 星 赞 》 (卷 十

九 ),(150)《 云兴于山》、(151)《 我客至

止》、(152)《 颜书》、(153)《 送王吏部知

徐州》(以 上 见卷二十),(15姓 )《 奢》(徐轨

本 《苏老仝先生 仝 集》卷十六 ),(155)
《雷太简墓铭》 (赵德磷 《候鲭录》 )。

·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