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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一番趣味在心头

◎吴　卓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陕西 西安　710061）

◆获奖论文选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有趣的课堂是学生带着一种

“高涨的，激动的情绪从事学习和思考”，“学生在学

习中意识和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力量，体验到创造的欢

乐，为人的智慧和意志的伟大而感到骄傲”①。在趣味

性文言文教学中，许多人倡导的趣味是通过教师的预

设性措施得以实施的，如通过趣味导入、各种形式的

读、文本的再创造、细节想象、营造氛围等方法激趣。

这些方法预设性很强，是教者自己的主观设想在课堂

上的投射，教师的主导作用更明显，相比之下，学生

的主体性被削弱。学生是否真的能从中感受到文言学

习的趣味？这种趣味是学生内在的真实反应还是对教

者的一种迎合？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和主要参与者，其

对趣味的感知力和创造力远远超出教师自身的预设。

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拟转换视角，从学生的视

角去探讨文言文教学中的趣味生成。

一、利用学生对知识的误解生成趣味

新课标在评价建议中对文言文阅读教学提出“重

点考察学生的记诵积累”的要求。学生在文言文学习

中，对一些文言知识难免有误解。对于这些误解，

轻易告诉他们正确的理解，学生印象未必深刻，长此

以往，反而会挫败他们的积极性。心理学家斯金纳的

“强化理论”认为“学习是反应与情境间建立联系的

过程，是有机体的某种自发行为由于得到强化而提

高了在此情景中发生的概率”，“学习的过程就是操

作性条件反射的形成过程”。②传统文言文教学采用

反复做题强化学生对正确知识的记忆，不仅耗时费

力，也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新课标在教学建议

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而不是教师“一厢情愿”式的教学。在落实

文言基础知识的时候，要能以有趣的方式强化学生

的知识记忆，夯实学生的基础，变“单相思”的课堂

为师生双方参与的课堂。

【片断一】

生：“余强饮三大白而别”，就是“我勉强喝了三

杯白酒然后（和他们）告别”。

师：张岱本来是出来赏雪的，一到湖心亭就被人

灌了三杯白酒，感觉有些头晕，就晕晕乎乎地回家

了，雪也不赏了。都是白酒惹的祸啊。

（生大笑。）

师：这里的“白”应理解为古代一种盛酒用的酒杯。

（生领悟。）

【片断二】

生：“食（shí）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hí）也。”

师（幽默地）：“食（shí）马者”就是吃马肉的人啊，

韩愈怎么开始谈“舌尖上的马肉”啦？突然想尝尝千

里马的味道了？

（生大笑。）

师：“食”在这里应读为 sì，“饲养”的意思，才

不会让人感觉奇怪。

（生点头，做笔记。）

摘要：趣味性一直是困扰文言文教学的一个问题。因时代久远，加之对作

者经历、思想等比较陌生，文言文中各种词语、语法现象的难度较大，导致学

生对文言文敬而远之。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从学生对知识的误解、对文本情节

的描述或表演展示及认知分歧等角度出发，发掘文言文教学中的趣味生成点，

提高教学效率。

关键词：文言文教学　趣味性　趣味生成

——趣味性文言文教学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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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片断中教师采用强化的方式，顺着学

生在学习中对“白”与“食”的误解有意将错就错，

把学生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个错误的知识点上面，

然后再从学生的视角推导出不合逻辑的结论，利用

学生的知识误解巧妙生成趣味。这种“有意而为之”

的“将错就错”的引导方式，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

也使学生对这种错误印象深刻，加强了他们对正确

知识的记忆。

二、利用学生的描述过程生成趣味

在文言文教学中，为了检验学生对文章内容的

理解，在翻译的基础上往往要求学生对课文当中的

某些内容进行描述，这既检验了学生在翻译过程中

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可以为后面更深层次

的教学打好基础。

【片断三】

生：《记承天寺夜游》中作者是无意中想到去找

自己的好友张怀民解闷。

师：我明白了，苏轼一个人大半夜睡不着觉，

无意中想到了张怀民。张怀民睡眠质量也不好，于是

两个男人在夜半时分，在承天寺的院子里赏景，谈人

生，谈未来。

（生大笑，在笑之余，有些学生已经猜到了苏轼

找张怀民的原因。此时教师介绍张怀民和苏轼一样

被贬的处境就水到渠成了，对于后面探讨“闲人”一

词中蕴含的情感也有帮助。）

【片断四】

生：千里马吃不饱饭，力气不足，根本没有办法

展示自己日行千里的本领，把它和其他普通的马放

在一起，它就永远是一匹普通的马，这是它悲剧性的

根本原因。

师：是啊，看来解决温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啊。

（生大笑。）

师：普通马解决了温饱，都要奔“小康”了，为

什么没有像千里马一样跑得更远？

生：因为它们没有行千里的才能。

师：是温饱问题还是另有原因？

生（笑）：没有人能识别出千里马，因此即使给

它吃饱了，它也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

学生在表述或概括文章时，由于对原文理解程

度不同，一些学生在表述中就会融入自己的经验性

看法，如片断三中，学生解释苏轼夜游的原因时是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想象而来，完全背离了作者的

写作初衷。教师如果只是告诉学生要结合课本去品

读苏轼的心境，文言文教学就又回到枯燥讲解的老

路上了。教师要善于从中发现趣味因子，与学生“合

作”，顺着学生的思路描述这个过程，在得出一个荒

谬的结论后，问题便迎刃而解。

王君老师曾说：“所谓深度导引，就是教师在对

文本和学生的充分了解下对课堂的一种机智应变。”③

在片断四中，学生分析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时，看法

是正确的，但是不深刻、不全面。教师的引导就是让

学生通过对比的方式思考，普通的马吃饱了，为什么

不能日行千里，进而得出日行千里与是否吃饱没有

必然关系，本质上是自身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探

讨千里马自身有能力却不被发现的深层次原因，就

不会只停留在是否吃饱这个表层了。在这个片断中，

教师对学生描述中的错误进行了“深度导引”，带着

欢笑一步步走入文章中心，探讨出造成千里马悲剧

的原因，学生也更容易理解在探索中得出的结论。

三、利用学生的表演才艺生成趣味

文言文教学中，有些篇章适宜采取演的形式来

表现趣味。这种演的形式可以包括分角色读、场景再

现、情节展示等。教师完全可以把课堂转变为学生的

表演场地，教师则成了一个观众，一个艺术欣赏者，

一个趣味的感受者。这种才艺本身就是一种趣味，教

师可以说几句评价性或者感受性的话，将这种趣味

推向课堂高潮，学生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展示，改变过

去盛行的“填鸭式”教学模式。

【片断五】

（《口技》教学。）

师：大家觉得如何读有趣呢？

生：我喜欢评书，想用评书的形式给大家读。

（生上台表演。）

生：我喜欢电视上“老梁讲故事”这一节目，以

这种形式给大家讲出来⋯⋯

生：我想以流行歌的形式把第一段唱出来⋯⋯

⋯⋯

师：如果把这节课比作一道菜，我想起了一道菜

名——东北乱炖。

（生笑，表现欲更强，课堂充满趣味。）

【片断六】

（在讲解《核舟记》中苏轼、鲁直、佛印三者的位

置关系时，请三位学生上台，自己选用道具，将“抚

鲁直背”“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绝类

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等动作夸张展示出来。）

师：你们这是走偶像道路拍广告啊？佛印摆 pose

怎么还甩一甩自己的头发呢？

（全班哄笑，在笑声中自然明白了他们的位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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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各自的神态、动作。）

片断五中学生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读，将荧屏与

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艺术形式搬到课堂中来，以自己

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不仅充分激发了学习兴趣，而

且展示了才艺。在这种气氛下，课堂变得活跃，学生

对课文读得更加流畅，为后面的讲解分析奠定了很

好的基础。多种朗读形式并用，可以达到当堂背诵的

效果，减少学生的课余负担，使课堂更加高效。

片断六中，教师针对学生对文章内容不甚清楚

的状况，让学生以演（或做示范）的形式形象地呈现

出来，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感受更直观、具体，巧妙地

解决了问题。

四、利用学生的认知分歧生成趣味

新课标提出语文教学要“重视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正确导向”。在文言文教学中，学生对一些篇章中

呈现出来的问题，往往在认知中存在着分歧，甚至还

很严重。如何艺术地处理好对学生思想的引导又使其

心悦诚服地接受，是对老师智慧的考验。王君老师说：

“尊重的本质是要研究学生：细心地感受学生的思维

层次，悉心地洞察学生的知识和情感基础，真诚地呼

唤和回应学生的思维方向，巧妙地加强学生的思维力

度。”④学生能从不同角度讨论问题，谈自己的看法，

是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表现，应该加以鼓励。但由

于学生自身对文本认知、社会经验、人生价值等受年

龄、生活状况、家庭环境的限制，表达观点往往有一

些偏颇，这时就需要教师四两拨千斤的幽默引导。

【片断七】

生：我觉得元芳并不失礼，友人当着元芳的面骂

他父亲“非人哉”，而这件事的过错却是他自己迟到

所导致的，所以我觉得元芳说他“无信”“无礼”很

正确，并不失礼。

师：元芳看在自己父亲的面子上给友人打了个

折扣，本来要骂得更狠。

（生笑，有些人若有所思。）

生：这种情况下元芳“入门不顾”已经很给友人

面子了。

师（风趣地）：不仅面子给了，里子也给了。要

是遇到我们，早把他赶出家门了。反正过错在你，抓

住这一点我就要狠狠地羞辱一番！

（生大笑，继而沉思。此时教师再引导学生如何

尊重长辈、讲话语气委婉就水到渠成了，学生接受了

教师的观点。）

【片断八】

生：我觉得福与祸是一定会转换的。比如一次考

试没有考好，对我们是“祸”，但我们从中认识到自

己学习中还有很多不足，还有上升的空间，这又是

“福”。

师：所以考得越差“福”就越多，每天对着镜子微

笑着对自己说 20 遍“这是好事情，这是好事情⋯⋯”

下次就一定考好了。

生（笑）：不一定，你不努力，下次会考得更差。

师：那下次我对着镜子说 30 遍。（生大笑。）看

来福与祸之间的转换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生点头，接受教师的观点。）

片断七中，学生的回答符合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

性格特点，不考虑他人感受，自己不能吃一点亏，缺

乏对别人的尊重和理性思考的习惯。片断八中，学生

对福与祸的看法过于绝对。课堂上如果教师强行灌输

自己的观点，说教意味会很浓，学生不仅不会接受，

还会产生不耐烦甚至厌烦、对立的情绪。在处理这类

问题时，最好的方式是让学生自己“顿悟”。教师要有

足够的耐心，运用智慧巧妙地顺着学生的思路往下引

导，甚至像片断八中教师陪着学生一起“骂”，当学生

觉得自己观点正确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样推演出了错

误的、不符合人们日常文明行为的结论来。这时候教

师的引导就水到渠成，课堂在欢乐中完成了对学生的

品德教育，也帮助学生提升了如何看待、处理类似问

题的能力，真正落实了语文教学“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

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的作用。

课堂中，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教师在教学中机智

地从学生的角度不断探索幽默因子，以学生的视角

看待、推理问题，当出现了荒谬可笑的结论时，教师

达到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效果，学生会心一

笑，自然对自身出现的错误记忆深刻。这种寓教于乐

的方式，让课堂充满欢声笑语，变得有趣味，学生也

变被动为主动。把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

位结合起来，让学生实际参与，变成课堂欢乐的源头

与创造者，文言教学才真正变成了学生喜欢的、愿意

学习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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