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古代散文教学的几点体会

邓 元 煊

文言文的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地提出

了培养
“
阅读浅易文言文

”
的能力的要求。高考复习大纲还对文言文的阋读具体地提出了

以下四点g^、 掌握古汉语中常见的句式,特别是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二、了解常

见的文言虚词的作用,并且知道跟这些文言虚词相当或相近的现代语虚词是什么。三、

理解常见的文言文词语和成语的含义。四、能分辨文章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因素。从初中

到高中,经过几年切实努力,这一目的是可能达到的。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各种体裁的作晶都有。但要培养阅读浅易文 言文 的 能

力,应以古代散文的教学为主:因此,本文集中谈谈怎样进行古代散文的教学。

学生在阅读浅易文言文时遇到的问题很多9如历史知识贫乏,文学史常识少等,但
最大的障碍还是语言不通。这是我们进行古代散文教学时的主攻方向。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以下几点看法和作法 :

(-)通过课文讲读,不 断丰富感性材料,逐步总结、掌握语言规律。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语言的感性材料,就是大量的词汇和旬式。词汇是

构成语言的材料 ,句式是语言构成的方式,而掌握一定数量的文言词汇则是最基本的。学

习词汇决不能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离开课文孤立地讲文言虚词、实词或句式,只能事

倍功半,甚至徒劳无益。应该从初一起,一课着重解决一些,严格要求学生象记外语单

词那样记,用 “
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巩固9不断积累。自然,孤立地记单词也不行,

必须十分强调理解和背诵。

一开始,教师的讲解就要落实。刘彦和说: “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

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柄,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不妄也。

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 如b雕龙·章句》)这是说整篇文章的语文基础,在 于 每

个单字的不妄用。因此,我们在讲授古代散文时,必须力求做到 “逐句逐 字,要 见 着

落
”

。要求学生不仅能理解这一句或这一段的意思,而且把∵个个的词抽出来也要能确

切地讲出它的含义。

读书、背诵是十分必要的,即所谓 “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要求学生读书 时要
“三到

”-ˉ心到,眼到,口 到。古人云:“凡读书⋯⋯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 ,

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 然上口,

久远不忘。”
(朱熹:《 朱子童蒙须知》)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功夫。只有在掌握了一定数量

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语言规律的总结和掌握。前一段时间,在高中毕业班

进行后期管理时,我们就试图通过几篇文章的讲读9使学生切实弄懂,反复背熟,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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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适当联系过去学过的文章进行概括△总结:从而掌握∵些规律。戾u以 巛石 钟山

记》和 巛六国论》为例,常见趵文言虚词如之、其t者、所、于、以、而、则、也、

矣、乎、哉.焉、夫、盖.且、故“苟。∷若1犹|或、圊

`与
△相、殆、斯、厥等等,

凡乎都具备了,还超出了省编教材第九册后面所附文言虚词的数量。就句式而言,几乎

包罗了省编教材第十册后面所附 “文言旬法的几个特点”申列出的几种特珠句式,并宥

所翘出。如表示行为数量的句法 (“赵尝五战于秦,≡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教

材就未列入。至于实词,应该是词汇教学的重点,在这两课中便会见到不少语言现象,

如单音词居多、一词多义、多音多义t词类活用。通假等。结合课文讲读,对以上-些

感性材料加以分析、总结,就使学生既能巩固申学阶段应该掌握的虚词、实词和特殊句

式,又能提高到理性上来加以认识,学得比较牢靠。这比离开课文孤立地讲文言浯法,

抽象抛讲什么规律,效果好得多。假如从初一起,就分而治之,一课解决一些”逐步积

累,反复巩固加深,到高中毕业时,阅读浅易文言文的问题就不大了:

《二)讲练结合,在 “能力”的培莠止下功夫。 ∵  ∶

知识要过手,并转化为学生的实际能力,在加强字、词、句的基础练习的同时,还
必须注意以下几种能力的培养。:  ∶

阅读注解的能力·Bg培养。课本的注解,一般来说是比较好的。它不仅能帮助我们读

懂课文,还在解释词语、翻译句子等方面为我们作了良好的示范。怛是,学生往往忽路

了这一点,对注解不大看,或不仔细揣摩。
i我

们在引导学生读注解时,提出了两点要求:

一、对照原文,字字落实。如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一句的注解

是∵旬泽文: “六圆附灭亡,不是武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贿赂秦虱 ”学

生一渎就会说懂了,但单独抽讲
“兵〃、 “善〃、 “赂”的含义,有的就茫然,对不起

号。因此,要特别强调字字落实。二、钻研译文,学习方法σ前面那ˉ句是苴译, “从

六国被亡之故事”△句注为
“
蹈六 国覆辙″就是意译了。这∵句不用意译行不行|改为

直译好不好9这是需要反复推敲的,∷有比较才能鉴别。 “率赂秦耶″洼为 “全都 (由

于)贿赂秦国吗”,加:上
“
由子

”二字就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了。 “秦击赵者再”注

∫为 “秦国两次攻赵〃,两相对照,就不难看出古今汊浯旬法的不同特点。如此等等,只

要引导学生细心领会,定舵大有收益。

断句和标点的能力的培养。拿刭一篇文言文,若能断句和标点,说明对文意的理解巳

有十之六、七了。在进行训练时,要求学生不要急于点画,必须先反复默渎,领会文慧,

待基本理解后再:断旬和标点。初学时不易点准,可先用铅笔试赢 珥反复琢磨修定j这

方面的:能力的培养不能性急,选题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练习的类型也可多样一点,

如只练断句;或先断好句,只让学生标点;或订正标点错误等等。    ∷

口译和笔泽能力的培养。串讲时j是老师讲还是学生∴讲好,这要视课文的深浅和学

生的实际水平而定。我的看法是,初中阶段要以老师的串讲为主,讲后再让学生口译或

笔泽。高中阶段,重点和难点还是要曲老师讲,非重点或比较易
:懂的地方,可由学生臼

译或笔译。由学生练习翻译的段落,在进行普遍牡查后,还得抽讲个别词语,检查落实

程度,便于及时弥补,以免留下一些
“
夹石子

”
。有时也可以先让学生预习,细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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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译△遍,然后带蓍自:已存在的问题专心听讲,讲完后再自己修改译文;这样作效果比

较好。总之,要从实效出发
'单

纯以学生讲多少或.学生有多少活动来判定△ 堂课 的好

坏,那是形式主义。至于宣传什么 “小将登讲台”之类,更是弄虚作假了。|为 了培养学

生的翻译能力9还可以结合课文选一些浅易的短文作练习。在批改练习的过程中,注意

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评讲或示范⒐    ∷         ∷

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9· 就是运用工具书的能力的培养。学会使用几部常用的字典和辞

书,比较顺利地把所要查的字和词查出来,这是初学文言文的人必须具各的基本功。除

了能查 《新华字典》和 《成语小词典》以外,至少要能查 《康熙字典》t¨ 《辞源》、

《辞海》∶和《词诠》等。到高中阶段,还可以选几篇浅易的散文厂让学生查阅字典辞书,

进行注释练习J∶     |∷        ∷  .  ∷∷

∷  <三》文道结合9处理好思想内容、篇章结构、写作特点的分析与宇。词、旬教学
ght相互关系。                         ∷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文与道趵关系问题,争论了∵干多年,现在总算

-是 比较明确了。但中学语文教学到底以文为主,以道为主,或文道并重,∷二十多年来摇

摆了好几次9至今仍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在充分强调加强字、词“句教学,体现语文

教学的工具性9把它作为主攻方向的同时,对思想内容、篇章结构1写作特点的分析 ,

∶也不能÷搬摒弃,灬因为两吝本来是相辅相成的。

讲篇章结构和写作特点,使学生从古代散文申,取得揩鉴¨提高写作能力,这是中学

∷语文教学的直接任务之∵。如何写记叙文,怎样写论说文, 《石钟山记》和 《六国论》

均有可资效法之处。l对思想内容作必要的分析,也是应该的。 《石钟山记》△文得出的

/事不目见耳闻Ⅱ而可臆断其有无,可乎
”的结论,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六国论》反

投降、∷爱祖国的思想内容,在今天也仍有教育作用。
.在评价古代散文时要注意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看作品的基本思想倾向;必

须防止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恰如其分。譬如《六国

论》-∷作者从当时的现实Ⅱ出发,∶ 总结了六国灭亡的历史教训-有
力地批判了宋朝统治者

屈辱娼敌的对外政策”r表现出忧心国事的爱国思想和反抗强暴t坚决斗争的精神。反投

降”爱祀国9是文章的基本思想倾向。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今天对我们仍有肩发

性,应该肯定。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原因,作者的局限性也表现得很明显,但要作具体

分析。.不能简单化占
.·
如 f思厥先祖父〃∷节把诸侯祖先说成是艰苦创业Ⅱ勤劳起家|确

∶乎掩盖了封建帝王的掠夺:剥削本质占但是也要看到,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用以同子孙
〃举以与八,如弃草芥”相对照,意在斥责屈辱投降的外交政策。再如仰慕 “谋臣”、
“奇才”的一段话,虽反映了作者 “英雄造时世”

的唯心史观,但也表现了对腐败政治

的抨击和抗击强暴的迫切心情。至于:对六国灭亡原因的论述,苏洵自然不可能完全正确

挫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评价,从而看到秦统一六国的必然性,

但当时六国确有卜
=定的抗秦力量,存在着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 “

弊在赂秦〃的主见反

映了六国腐败政治的ˉ个侧面,并非毫无道理。文中论据也有失实之处∶|但不应因此便

否定了文章的基本思想倾向。

·78。



对思想内容、篇章结构、写作特点作必要的分析,与加强字、词、句的教学,一点

也不矛盾。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关于 “在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和读写训练是辩证

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进行,读写训练必须以正确的观点为指

导”的提法是正确的,完全适用于古代散文的教学。∷字、词、句讲落实了,自 然有助于

对思想内容、篇章结杓、写作特点的理解;· 思想内容1篇章结构和写作特点了然于心,

反过来又会加深对字。间Ⅱ句:申
理解Ⅱ丁

’  ∶ ∷ Ⅱ  ∴

仍以 《六崮论、为例∴只
:肴

艳第L段的字:词(苟诀落实宁,方 能很好地理解作者

怎样从否定、肯定两方面提出论点,并紧举上文,从两个方面去说理,对论点进行了概

括论证的。也只有分析了论点和事实 〈齐.燕、赵未尝赂秦冫的矛盾,才能理解作者怎

样用一个设问句巧妙地转到另一方面去说理,从而解决了这一矛盾,使文章避免了片面

性,并更好地确立了中心论点。只有把 “思厥先祖父”一节的字、词、句讲落实了,才

能很好地理解作者怎样通过祖先和子孙的对照痛斥子孙苟安忘本,通过六国子孙与秦国

的对蘸形象地描绘了子孙们屈辱投降的狼狈情景和秦国贪得无厌的用心,并 进 而 推导

出 “至于颠复,理固宜然”的结论。反之,只有充分认识了赂 秦-ˉ力 亏-ˉ灭亡 的

必然性9也才能更好地了解 “如弃草芥”这一比喻的作用,领会 “今日⋯⋯明日∴·̈-
夕⋯⋯起视⋯⋯又至”等工系钿词语

∷
酌娃洱怎梓嫱强了表达效粜:

°
 卖际上:不·

l△必妻的内容分菥,很多词语讲礻落实。‘如 “六国直丧”的 ⒒互”
,若本

顾六国是先后被秦所灭亡的事实,就会讲成 “彼此”。既然六国先后丧亡,便应该是更互、

接连之意,也就是一个接一个地被灭亡。又如总结齐亡的教训一节,仵者对 “齐人未尝

赂秦”有所肯定,但对齐 “与赢而不助五国
”
,则表示了谴责。

“
与”字显然带贬意,如讲

成 “相与、结交”就不确切了,应该是 “依附、讨好”的意思。实际上后文 “齐人勿附

于秦”的假设中的
“
附
”
字就是 “与

”字的注脚。若对论证方法和论证层次不作必要的分

析,“彐F”、“则”、“然则”、“故”、“是故”、“且”等副词、连词、代词的意义和作用也讲

不实在。总之,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主攻方向应该有”但纯工具课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在分析思想内容、篇章结构、写作特点时,有一条原则必须严格遵守:从作品本身

出发9紧扣课
·
文。离开课文,虚设议论;或抓住一点因由,长线远鹞;或栽尾巴、贴标

签,穿凿附会9任意引申,都是必须坚决制止的。连古人吕坤对这种弊病也深恶痛绝,

认为 “只是虚套相欺,可哀也已卜〃 (《 四礼翼》冫那种ˉ作者介绍,三时代背景;三 解

题
'四

段落大意,五篇章结构,六内容分析,七写作特点之类的程式,是教学 上 的
⒈
形

式主义和繁琐哲学,只会导致丰富多采的教学艺术僵化,必须坚决废弃:试问:学生不

看注解不读书,堂堂课忙于抄黑板,至替头来虽有笔记
一厚本,却连 “之、乎、̂者、也”

也不知所云,笔记又有什么用处呢?

∶  至于思想内容、篇章结构、写作特
’
点的分析和字、词、旬的讲解,分开进行好还是

合在一起进行好,还可研究,在实践中探索:不过9入选的散文都不长,我认为结合在

一:起进行,能使讲述有血有肉,收相得益彰之效。古人云:“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

ˉ句之意9又通结-章之意9相接续作去 ,明理演文”一举两得。”(程端剂.《 读书分年日柠》)

此人就是主张
“
一锅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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