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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是语文新课标提出的重要理念，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在文言

文教学中，教师应根据语文新课标的精神，理解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重要性；同时，根据教材文本的特点，对单元教

学内容进行整合，找准发展学生理性思维与理性精神的基点和支点，引导学生展开语文实践活动，理解文言文的语

言特点，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自觉学习文言文。 这样的文言文教学，不仅能使学生的阅读能力、思维能

力、表达能力得到发展，而且能让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文言文教学；教学基点；教学支点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25）01-0018-04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

简称“语文新课标”）在“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学习任

务群的“教学提示”中指出：“第三学段应引导学生

分析证据和观点之间的联系，辨别总分、并列、因果

等关系，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鼓励学生对文

本进行评价。”文言文教学是教师带领学生回归历

史语境，理解文本内涵，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的观

点和思维，认同经典作品，汲取智慧，培养思辨性阅

读习惯的过程。基于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文言文

教学，应通过整合实现对单元的整体设计和教学内

容的统筹，落实语文核心素养，以更好地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实践要义：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重要性与

必要性

在语文教学中，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犹如一颗璀

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而重要的光芒。它不仅是一

种技能的学习，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培养，对学生

的成长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一）契合：基于核心素养的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的思维融合

思辨性阅读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引导他们深入探究文本背后的意义。通过对文本

内容的质疑、分析和判断，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知

识，而是主动地进行知识建构。这种思辨性思维的

培养，能使学生在面对复杂的信息时，做到独立思

考，辨别真伪，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思辨性表达

则是学生思辨性思维的外在呈现。它要求学生清

晰、准确地组织语言，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有条理

地表达出来。这不仅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更能促进学生逻辑思维的发展。在小学阶段注重

思辨性表达的培养，能为学生今后的各学科学习以

及人际交往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价值：基于核心素养的文言文教学的文化

认同

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

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文言文作

为古代文化的瑰宝，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

情感，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思想和文学的重要窗

口。 通过学习文言文，学生不仅能够领略到古人

简洁、凝练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能理解文本蕴含

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文言文以其独特

的语法结构和用词方法，展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

文言文的学习，能够丰富学生的词汇储备，提高学

生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和灵活性。 从儒家经典到历

史故事，从诗词歌赋到哲理散文，每一篇文言文都

是一座文化宝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深入了

解古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拓宽自己的文

化视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基于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文言文教学策略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文征明实验小学（215100） 特级教师 陈跃红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十四五”重点规划课题“基于文化传承的小学才情教育课程群的开发研究”（编号：D/2021/02/68）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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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策略：思辨性阅读与表达视角下文言

文教学的基点

（一）指向知识储备的问题

1.字词积累

初步认识与了解文言文中常用的实词与虚词，

在文言文教学的初期是至关重要的。实词和虚词

是构建文言文大厦的基石，能为学生进一步理解文

言文内容奠定基础。统编语文教材选编的文言文

中，常见实词丰富多样。名词方面，有与人相关的

“君”“臣”“民”等，有与自然事物相关的“日”“月”

“山”等，还有表示方位名词的“东”“西”“南”“北”

等。动词方面，包括表示动作行为的“行”“走”“视”

等，表示心理活动的“思”“惧”“爱”。形容词方面，

分为表示事物性质的，如“大”“小”“高”等，以及表

示事物状态的，像“明”“暗”等。这些实词为学生学

习文言文奠定了基础。 虚词虽然没有实际的意

义，但在文言文中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

“之”字，用途广泛，可作助词表示“的”，如“吾之

剑”；也可作代词，指代人或事物，如“择其善者而从

之”。教学时，教师要通过大量的实例讲解，让学生

逐渐掌握这些虚词的基本用法。

2.字词古今异义辨析

文言文中字词的古今异义现象是学生学习的

一个难点。由于语言的演变，许多字词在古代和现

代的含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教师要有针对性地

选取典型字词进行对比讲解，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文言文。 例如，“走”字，在古代意思是“跑”，如

“走马观花”，形象地描绘了骑马奔跑时看花的情

景；而在现代则指“行走”。“妻子”在古代是“妻子和

儿女”的统称，如“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描述了带

领妻子儿女和同乡来到与世隔绝的地方；现代则仅

指“妻子”。

3.语法常识启蒙

了解基本的句式结构是文言文学习的重要内

容。判断句是文言文中常见的句式之一，通常采用

“者……也”或者“者也”连用来表示，如在六年级下

册《学弈》一文中，有“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一句，

清晰地表明“弈秋（是）全国最善于下棋的人”。省

略句在文言文中也较为常见，如五年级下册《杨氏

之子》中的“为设果，果有杨梅”一句，省略了主语

“杨氏子”。这种省略在特定的语境下并不影响句

子的理解，但需要学生掌握其省略的规律。教师应

通过对具体课文的句子进行分析，引导学生观察句

子的结构特点和组成部分，明白不同句式的用法和

意义。这样，学生在阅读文言文时就能够根据句式

结构快速理解句子的大致意思。

4.句子节奏划分

文言文句子节奏划分主要依据语义和韵律进

行，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划分方法和示例（见表1）。

表1 文言文句子节奏划分的依据和示例

划分依据

主谓结构划分（主语后
停顿）

动宾结构划分（在动词
和宾语之间停顿）

修饰语和中心语划分
（如果定语较长，就在
定 语 和 中 心 语 之 间
停顿）

修饰语和中心语划分
（如果状语前置，就在
状 语 和 中 心 语 之 间
停顿）

语义和语感划分（根据
语义完整划分）

语义和语感划分（根据
语感和韵律划分）

示例句

1.群儿戏于庭（《司
马光》）
2.梁国杨氏子九岁

（《杨氏之子》）

1.使弈秋诲二人弈
（《学弈》）
2.问其故（《两小儿
辩日》）

通 国 之 善 弈 者 也
（《学弈》）

常 衔 西 山 之 木 石
（《精卫填海》）

1.因释其耒而守株
（《守株待兔》）
2.夏月则练囊盛数
十萤火以照书（《囊
萤夜读》）

光 持 石 击 瓮 破 之
（《司马光》）

节奏划分

1.群儿 /戏于庭
2.梁国杨氏子
/九岁

1. 使 / 弈 秋 诲
二人弈
2.问 /其故

通国 / 之善弈
者也

常 / 衔西山之
木石

1. 因 释 其 耒 /
而守株
2. 夏 月 / 则 练
囊盛数十萤火
以照书

光持石 / 击瓮
破之

（二）指向兴趣激发的问题

1.故事引入

在文言文教学中，引入有趣的历史故事或神话

传说，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教学

四年级上册《精卫填海》一文时，教师先讲述精卫填

海的神话故事——传说炎帝的女儿在东海溺亡后，

化为精卫鸟，怀着对大海的仇恨，日复一日地衔石填

海。通过这个生动的故事，学生对精卫填海的背景

和原因有了初步了解，对课文内容产生了好奇心。

2.悬念设置

在教学过程中，巧妙设置悬念，能够吸引学生

阅读文言文。例如，在教学《司马光》一文时，教师

设置悬念：“一个小朋友掉进了水缸里，周围的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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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都惊慌失措，只有司马光没有，他会怎么做呢？”

这样能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促使学生更加主动地投

入文言文的学习中。

3.情境创设

现代多媒体为文言文教学创设了具体生动的

情境。例如，在教学三年级上册《司马光》一文时，

教师播放古代庭院的图片和儿童嬉戏的声音，让学

生仿佛置身于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这种视觉和听

觉刺激，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言文所描述的

情境，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

4.角色扮演

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也是一种创设情境的

有效方式。例如，在教学六年级下册《两小儿辩日》

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分别扮演两小儿、孔子，将他

们争辩的过程表演出来。通过模仿人物的言行举

止，学生深入地体验故事中的人物情感，理解故事

的情节发展。这种体验式学习，能让学生更加深刻

地理解文言文的内容，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

三、表现形态：思辨性阅读与表达视角下文言

文教学的支点

（一）立足思维生长的支点构建

1.问题导向

问题设计应遵循从易到难、从现象到本质的原

则，以引导学生深入文本，理解人物的思想情感。

例如，教学四年级上册的《王戎不取道旁李》一文

时，教师设计一系列问题来引导学生思考。首先，

提出一个较为简单的问题：“道旁的李树果实累累，

为什么没有被路人采摘？”学生可以从课文中轻松

找到答案。接着，教师提问：“当其他小孩都被挂满

果实的李树所吸引，争先恐后地跑去摘李子时，为

什么王戎能保持冷静？”要回答这个问题，学生既要

对故事情节有更深入的了解，又要结合实际生活，

进行综合考虑。这样的问题链设计，使学生从了解

表面现象到感悟本质，理解人物的思想、性格。

2.开放思辨

开放性问题是激发学生思维的重要手段。例

如，教学六年级下册的《两小儿辩日》时，教师提出

开放性问题：“孔子为什么会被两小儿的问题难住？

你们能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判断谁说得对吗？”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学生就会从不同角度，如视觉

错觉现象、地表空气温度与太阳关系等进行思考。

这种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展开思考，培

养了学生的思辨能力。

3.类比分析

在文言文教学中，选取同一主题的不同片段进

行类比分析，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

等。例如，五年级下册的《杨氏之子》一文中，当孔

君平以“此是君家果”来逗弄杨氏子时，杨氏子回

答“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杨氏子的回答非常巧

妙，采用了类比的方式。孔君平根据杨梅的“杨”与

杨氏的“杨”字相同来调侃，杨氏子则以孔雀的

“孔”与孔君平的“孔”字相对应进行回应。这种回

应既表现出他的思维敏捷，又没有直接顶撞客人，

体现了杨氏子的聪慧。通过类比分析，学生清楚地

看到人物的性格特点。

4.对比阅读

将一篇文言文和对应的现代文翻译进行对比

阅读，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言文的语言特点。例

如，四年级下册的《囊萤夜读》一文，短短几句话就

将车胤的身份、品质以及他囊萤夜读的故事叙述清

楚。如“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

焉”，短短十几个字就描绘出车胤在夏夜利用萤火

虫照明读书的情景。翻译成现代文是“夏天的夜

晚，（车胤）就用白色薄绢做成（透光的）袋子，装几

十只萤火虫照着书本，夜以继日地学习”，虽然更加

通俗易懂，但结构也更加复杂。这种对比，让学生

更清楚地看到文言文的简洁之美和现代文的通俗

之美，获得语文素养的提高。

（二）立足表达训练的支点构建

1.故事复述

故事复述与讲解是锻炼口头表达能力的有效

方法。例如，在学习《精卫填海》后，教师要求学生

用自己的话复述故事。在复述过程中，学生要按照

故事的先后顺序，清晰地表达出故事的主要情节和

人物性格特点。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

力，还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故事的内容。

2.观点阐述

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对文言文的某个观点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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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讨论并阐述自己的看法，也是锻炼学生口头

表达能力和思辨能力的重要途径。例如，在教学五

年级上册《古人谈读书》一文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对

文中的观点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生要结合

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进行分析和评价，阐

述自己的看法。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

能力，还培养了学生的思辨能力。

3.书面表达练习

模仿文言文的句式结构或修辞手法进行写作，

能够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例如，在教学五年

级下册《杨氏之子》时，教师要求学生根据“未闻孔

雀是夫子家禽”一句进行仿写。在仿写时，学生要

理解原句的结构、语调，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进行仿写。这样，不仅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还加深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

4.改写故事

将文言文改写成现代小故事，能够锻炼学生的

书面表达能力。例如，将六年级下册《学弈》一文改

写成现代小故事，要求学生既要保留原文中弈秋的

教导和主要情节，又要将原文的语言转化为现代通

俗易懂的语言。这样，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书面表

达能力，还能提高学生对原文的理解。

在文言文教学中，知识储备是表达训练的基

础，表达训练又反过来促进学生的知识储备。

总之，思辨性阅读与表达视域下的文言文教

学，教师应根据语文新课标的理念，结合教材文本

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握好教学的方向和重

点，引导学生展开丰富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提高

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责编 韦 雄）

（上接第 11页）

准”“讲得清”“讲得好”评价“讲解员”的表达能力，

从“认真听”“互动”两方面评价“听众”的学习态度。

表5 “最佳讲解员”和“最佳听众”星级评价量规

身份

讲解员

听众

评价指标

讲得准

讲得清

讲得好

能认真听讲解员的讲解

能积极、礼貌地与讲解员互动

借助资料，从不同方面或按一定
顺序介绍感兴趣的地方

条理清楚，讲解内容重点突出

能根据听众的反应及时调整讲解
内容，动作、表情适当

互评

☆☆☆
☆☆☆
☆☆☆
☆☆☆
☆☆☆

实用性书面表达形式是多样的，评价的关键在

于考察写作目的是否实现、生活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以及读者是否理解并接受。语言方面，主要评价其

是否简洁、明了；格式方面，要关注应用文体的基本

格式和行文规范。

“致敬英烈”学习任务群是依托统编语文教材

建构的由读到写的实用性表达任务群。第一个学

习任务“听我诵爱国精神”的主要形式是朗读，目的

是让学生沉入文本语境，与文本进行充分对话，体

悟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形成语感。对朗读活动的

评价，我们将读的散点评价与文本的爱国情感相融

合，考查学生的语言艺术表现力。第二个学习任务

“看我写信致敬英烈”，目的是从书信的交际功能出

发，引导学生表达对革命英雄人物的敬仰、怀念之

情。书信可写给亲人、朋友，分享英烈故事；可写给

英烈家属，表达自己的敬意；可写给革命纪念馆、博

物馆的工作人员，表达感谢或提出建议。评价时，

除了关注书信的格式是否正确、语言表达是否简洁

明了，还要关注作者是否和对方交流、是否给对方

带去问候和祝福等。教师要引导学生基于这样的

实用性目的，修改、完善自己的习作。

总之，实用性表达的意义在于通过清楚得体的

表达，有效传递信息，满足学生真实生活的需要，提

升学生言语表达能力。在与生活的有机联结中，

知、情、意相融，阅读与表达共生，不仅提高了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生活智慧，提

升了学生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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