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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研究 
——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文言文教学为例 

  

学科教学（语文）专业 

 

  研究生 何俊才        指导教师  张伟 

 

 

摘要  古代文化常识作为了解学习传统文化的窗口，受到了新课标、新高考

和中学一线教师等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高中文言文中文化常识教学的现状却

不容乐观，学生的文化素养普遍不高。这就需要老师投身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研究，

积极探索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同时在新课改、新课标的背景下，

所有学科的课堂教学开始积极关注学生和学情，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也不例外，学

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是大势所趋。 

本文在大量梳理文献的基础上，界定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古代文化常识

的教学目标和内容，通过问卷调查、案例分析、样题探讨等一系列实证研究，从

学情视角分析概括了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现状，并结合现状分析了相关原因。

在实证探讨的基础上，从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学习结果三个方面提出了开展古

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相关策略。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论述了学情视角下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相关问题，重

点关注了四个方面：一是结合新课标、新考纲对古代文化常识日益重视的情况，

确定和选择了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二是在学情视角下探讨

了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特点；三是在学情视角下通过调查分析了高中古代文

化常识教学的现状及原因；四是在学情视角下提出了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相

关策略，主要是结合相关现状，从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学习结果三个方面提出

了实施方法，力求帮助一线教师拓宽文化常识教学的研究视角，探求更多的有效

教学方法。 

当然，教学是灵活多变的，本文所提到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策略和方法只有

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不断完善和实践，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传承古代

优秀文化的要求。 

关键词：学情视角  古代文化常识教学  现状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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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ncient Cultural Common Sens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A Cas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Major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Postgraduate:He Juncai       Adviser: Zhang wei 

 

 

Abstract: Ancient cultural common sense as a window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by the new curriculum,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other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ut the current high school 

classical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knowledge of the status quo is not optimistic, which 

requires active exploration Effectiv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Ancient Cultural 

Common Sense Teaching.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for all teaching students and learning,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is no exception, 

which require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culture of common sense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combing literatur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ncient cultural common sense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situation,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reasons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empirical studie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 case analysis and sample discussion.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strategies of teaching ancient common 

sense from three aspects: learning starting point, learning state and learning resul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t discusses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cultural 

common sense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d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one is to combine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he archives to the ancient cultural common sense, The third 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high school ancient culture common 

sense teach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and learning; four is in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gh school of classical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file:///C:/Users/maxx/AppData/Local/Yodao/DeskDict/frame/20160129162416/javascript:void(0);
file:///C:/Users/maxx/AppData/Local/Yodao/DeskDict/frame/20160129162416/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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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earn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strategies of high school ancient 

culture common sens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and study, and mainly 

puts forward the three aspects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study, the learning state and 

the learning result,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strive to help front-line teachers to 

broade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on sense teaching, to explore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 learning perspective, ancient culture, common sense teaching, 

present situation 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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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孔子的“因材施教”是我国最早的“学情观”。作为一位人文主义教育家，早

在两千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了学生的个别差异，就对学生的学情了若指掌：每位

弟子的优点、缺点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很多学生的认识更是深入到了性格这

些心理特征去了。在细致研读了杨伯峻、李泽厚关于《论语》方面的书以后，我

更深深地感受和理解了其因材施教的理念。我们读古书、读古人，最终都是为了

更好地服务我们现在的教学、生活，读孔子亦是。在长时间的阅读与平时的实践

过程中，脑袋里总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因材施教是建立在深刻地了解学生的基础

之上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又是怎样去了解学生的呢，孔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

窍门呢？这不仅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如今的课改所需要探讨的、

所需要走的路子：关注学情。这就成了本研究的开端，本文的研究便是从疑惑、

思考中走出了第一步。同时我们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目前正处在一个长久的空

白期：学生没咋学，老师不咋教。对于古代文化常识——打开传统文化一片钥匙

来说，这种阵痛无疑是我们作为中华儿女不愿见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研究者和一

线教师更多地关注与探讨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基于此也就有了本文的研究。 

 

1.1 研究意义 

古代文化常识是现代中华儿女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是我们研究古

代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储备知识。由于一系列的历史文化原因，今天的我们与这

些本该熟悉的传统文化常识之间却活生生地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相望却不

相识。在古代，这些常识就是“常识”，如今，常识已变成“不识”。随着社会不

断向前推进，这些常识离我们越来越远，很多人已经忘却了这些“常识”背后的

深意，很多人已经忘了常识存在的意义。现在，重提传统文化，必然不能跨越古

代文化常识，古代文化常识必是我们重拾传统文化的首要之意。同古代文化常识

一样，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教育研究探索，终于发现：教育应该着眼于学生，而

不是永远带着金丝眼镜盯着我们的教师。所以因应教育发展的大环境，我们呼唤

老师们在教学中要时时刻刻关注学情、关注学生。 

 

1.1.1 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提升语文素养的要求和呼唤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语文学科的要求不再是仅仅掌握一点相关基础知识，

而是把视角更多地转向了语文素养，这也就引发了“工具论”与“人文性”之争，

最终人文性站了出来，终结了工具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语文教育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时期。所以语文学习不应只是知识点的简单积累，更应关乎能力素养的全面提

升，课标中也特别强调了人文素养的提升。针对人文素养，很多学者又提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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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本民族语言，不仅要学会运用，更为重要的是形成相应的文化素养。文学家朱

自清就曾这样说过：“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

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①所以，语文学习到一定的程度应更多的观

照素养的提升。 

在朱先生的这段话里，经典主要指的是我们以文言文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学

作品，文言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与前赴后继的文人实践，形成了我国举世称赞的

诗歌、文言精品。这些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密码系统，是我们先祖、先辈们

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作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多读、多学古代优秀

作品是我们了解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我们提升语文素养的要求和呼唤。

但是直面文言文，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生活在现代

社会的我们，仰望文学经典、濡染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就是古代文化常

识。所以，在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道路上，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应该对文言文教学

保持应有的优先性。这种优先不是谁前谁后的排名，而是关乎语文素养达成的逻

辑顺序。我们需要一把钥匙通达传统文化之门，充实素养之心，古代文化常识正

是这片钥匙。 

 

1.1.2 古代文化常识教学：高中新课标与新考纲的要求 

古代文化常识不仅仅受到了“人文性”提倡者、拥护者的欢迎，更受到了来

自国家层面的重视：高中语文新课标和 2017年新考纲都积极关注了这一重要的教

学内容。高中语文课标在选修课程明确指出：“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

富传统文化积累。”②同时又在必修课程中提出，文化积累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感

受传统文化，这是课标首次对古代文化常提出了相当确切的要求，并形成条目列

进相关要求中，如此可见国家层面对其的重视程度。2017年，相关部门对考纲作

了修订，语文学科主要修订内容为：“在语文中增加古代文化常识的内容。”③考纲

历来就是高中老师教学以及高中学生学习的风向标，它将引领未来一段时间的古

代文化常识学习。古代文化常识已经上升到了课标、考纲的层面，可见其重要性

已经不言而喻了。 

综上所述，古代文化常识不仅关乎语文素养，更有国家层面的重视，这都因

为其文化的属性。不论是一线教师还是研究学者、政策制定者都需要重视古代文

化常识在文化系统中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传承优秀古代文化的抓手，更重要的是

其本身就是文化。 

                                                        
①
 朱自清.经典常谈[M].中华书局，2009：1.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③
 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 2017 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教试中心函〔2016〕1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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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学情视角：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社会发展层面，人逐渐成为视角的中心。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二十

一世纪，我们对“人”的认识，不仅有一个大写的宏观构架，更有一个小写的细

致入微的关照。各个学科都在不断深入地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了，例如二十世纪

哲学的“语言哲学”转向（关注语言，关注思维）、文艺理论的“接受美学”理论

（关注读者）、心理学中的“人本主义”和“积极心理学”的崛起……各学科都在

深入地走进“人”、走近“人”，其中教育学和心理学最突出，对人的关照走在了

最前沿。记得有位老师曾经说过：“教育学其实就是养人的学科”，笔者非常赞同

这样的观点，我们人类驯化了很多野兽飞禽、花草树木，但我们都有一个隐形的

前提：我们养“什么”，至少得了解这些“什么”，然后再谈养好。《种树郭橐驼传》

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①种

树犹如此，何况是养人呢？我们得顺势而养，发展其天性。著名学者李泽厚曾说

过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

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②教育，终究面对的一个个

活生生的人，关注的是充满活力与变数的个体。教育最终也实现了人视角的转换，

这个转换意味着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中心。1998 年国家教委就在《情况通报》上指

出：“任何学科都不能成为课程的中心，只有儿童的发展才是课程的中心。”③所以

学情视角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将是我们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然而，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视角转换与理论呼唤，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依然很缺

乏，我们的基层方面的实践研究也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成了本研究的

一个重要思考出发点。 

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学以及学生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早在 2001 年课程改革方

面的文件就首先规定：“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关注学生的兴趣和经验；保证

每个学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要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的个性发展的需要。”④紧

接着后面的相应课程改革的新课标也确切地说明：“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语文课程

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鼓励自

主阅读、自由表达。”⑤无论国家政策还是语文课程标准，都把注意力与视角转向

了学生，学生才是我们发展教育和开展课堂教学的中心。近年来从国家层面掀起

的举国课程改革工程中，很多学科已经展开了风风火火的各式课程改革、教材改

革、考试改革。然而语文学科的改革却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状态：相对于“现代文

                                                        
①
 语文出版社教材研究中心编.语文：选修.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5:16-17. 

②
 李泽厚著，杨斌编选.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M].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2013:6. 

③
 《教育文摘周报》1998 年 9月 23 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S].北京：教育部印发，2001，6.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013 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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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写作”的教学改革之轰轰烈烈，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教改似乎过于平静，

在文言文的诸多遮蔽下古代文化常识教学长期处于被忽视被冷落地位的状况亦未

曾根本改变。 

 

1.1.4 学情视角：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软肋 

学情视角不仅要求每个学科关注学情，更要求我们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找寻

特殊的学情，真实的课堂教学没有万能的学情分析范本。特别是对于文言文教学

更需要针对其本身教学特点的学情探究。高中语文教材文言文囊括了 70%的古代

文化常识，高中文言文课堂的发生状况影响、制约着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所

以我们研究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就不得不关注高中文言文教学。文言文教学对

于高中语文教学来说本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我们学着现代汉语想要去弄懂古人

的作品，这本身就有些荒唐，况且文言文中隐藏的古代文化常识也是我们学习古

文的一大障碍，这样的教学不仅有难度，而且讨不着好。所以相对现代文阅读和

写作，文言文教学改革一直以来起色不大，没有捷径可寻。正因为如此，我们今

天的文言文课堂依旧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满堂灌式的重“言”、重文言现象教学。在

老师们看来，这不仅是考试的保障，也是他们心中学习文言文的法宝。在课程改

革的大背景下，有些老师又走上了重“文”的华而不实的极端之路。但真正的改

革、真正的好课、真实的课堂并不在于老师如何表演，更多的是应该关注学生获

得了什么。课改可以说已经走进了深水区，但文言文的改革还在浅滩遨游，依旧

受到各方诟病。当然原因肯定有很多，但归根结底就是缺乏对于学生、学情的关

注，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情分析。 

虽然文言文教学中老师对于学情的关注度依然不高，但由于目前视角转换的

需要，老师们在其教学设计中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学情分析。这些所谓的学情分析

只是简单的个人经验判断、推测假设，老师未能做到眼中真有学生。正如陈隆升

在其研究中说：“即使有了学情分析，但“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把‘学情分析’

处理成一个单独的备课环节，使‘学情分析’与整体教学设计和内容安排处于割

裂状态。”①“教师们在教学中把‘了解学生’等同于‘了解学生的天性和背景’，

而把‘了解学生’的核心内涵，即‘了解并把握学生的语文学习起点和他们在课

堂中生成的知识状况’给遗漏了。”②这样的学情分析也只是空有其名、未见其效。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高中文言文教学的学情分析现状不容乐观，学情未落到实处，

学情分析没有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这里的学情也绝非以己度人。在文言文教学

                                                        
①
 陈隆升.‘学情分析’具体化之途径探索—2009 年语文教育论著评析之九[J].教学大参考·语文教育论著

评析. 
②
 陈隆升.了解学生:常识缘何成为难题[J].中学语文教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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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下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也就没有学情的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用“学情视角”来审视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是我们理念的一次

转变与革新，这就要求我们在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时时刻刻关注学生、关注学

情，践行课程改革的相关理念。所以本研究从思考学情出发，更联系了教育发展

的大趋势，得出结论：关注学生、关注学情必然是未来教育者的首要问题。最终

本研究走上了学情与古代文化常识的联姻之路，希望借此来探讨、实践古代文化

常识的改革之路。 

 

1.2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相关文献综述 

应本研究的需要，本文着重从学情的内涵、语文学科的学情现状、高中古代

文化常识教学几个方面查找了相关文献。如今，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人们对于

“学情”的认识和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但有关学情的理论体系还是未能建立起

来，认识与研究大多集中于一线教师的经验总结。总的看来，学情研究缺乏系统

性、科学性，还没能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语文学科中，更由于自身学科

的特殊性，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更薄弱、更滞后。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教学

体系也有待研究确立，特别是具体的实施策略有待开发，同时应更加关注学情，

并且依照学情来指导我们的教学。 

 

1.2.1 国内外关于学情的研究 

1.2.1.1 学情的历史追溯 

孔子的“因材施教”是我国最早的“学情观”。孔子具体怎么做的呢？这在《论

语》中很少具体论及相关的方法，但我们可以从《论语•公冶长篇》中看出一些端

倪。一次孔子看到弟子宰予白天睡大觉，孔子就对别的弟子说：“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于何诛？”①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也。于予与改是。”②后来孔子又在《论语·为政篇》

中说了一段话：“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③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孔子对于弟子的观察也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最初只是听一个人的所说的话，

逐渐到后来的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孔子认识学生的方法用现在的观点归纳出来就

是：观察法，而且应该是一个系统观察法。其实概括起来就包含三个步骤：听其

言，观其行，察其色。这是孔子给我们留下的智慧，今天的一线教学仍然非常好

用。《学记》中的‘启发诱导’很好的继承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原则。“《学记》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63.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64. 

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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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谈到教学法是，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君子之教，喻也’。‘喻’，是晓喻，

即启发诱导的意思。《论语》中所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说的也就是‘喻’。只是《学记》针对当时教学的弊端：‘呻其占毕（照本宣科，

死记呆读），多其讯言（满堂灌），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只顾赶进度，而不顾学

生是否能接受），使人不由其诚（不考虑学生的内心要求），教人不尽其才（不能

使学生的才智得到充分发展）’，特别提出，加以反对。其基本要求是：‘道而弗牵，

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意思是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他们走；勉励学生而不给他们

施加压力；启发学生思考而不代替他们作出结论。”①前面一系列措施的落脚点都

在学生身上，更加关注学生的感受、学生的学习状态。 

无论是“因材施教”，还是《学记》中的教学方法，这些都和我们如今提到的

“学情分析”、“备学生”等很相近，它们都是先哲们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的经验

总结。这一切也说明了我们一直都有关注学生、关注学情的历史传统，今天，我

们依然可以从这些经验总结中寻找开启学情的大门，站在它们的肩膀上再次起航，

为学生、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寻一个新的支点。 

 

1.2.1.2 国内外关于学情内涵的研究 

随着课改以来，老师以及学者们对于学情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但目前对

于学情的研究还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次是对学情内涵没有比较权威的概念界

定。本文主要探讨对于学情内涵的研究，学情的内涵可以说是目前学情研究最需

要突破的关键之处，它是我们学情视角的前提条件。我们的研究大多为弄清楚学

情到底是什么，是学生情况还是学生学习情况？通过对于文献资料的研究分析得

知，目前对于学情还没有一个经大家比较认同的的定义。学情的研究也主要集中

于教学设计理论家和学科教学研究者，教学设计理论家主要依据心理学中学习论

方面的研究对学情进行定义，学科教学研究者主要是仅仅围绕课堂教学来界定学

情。 

第一，来自教学设计理论家的研究。德国派的研究者提出：“应关注每一个学

生的实际基础和条件”②，他们对于学情的定义揭示主要集中于教学设计中十分注

重学生“人类-心理学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两种前提条件。前者主要强调

学情应该包含学生先前拥有的知识、经验状况，这些因素将实实在在地影响教学；

而后者主要包括与学生相关的环境（社会、文化、学校、班级等），这对教学也有

着莫大的影响。美国学派对于学情的解释与构建主要集中于对于学生特征的分析，

                                                        
①
 张隆华主编.中国语文教育史纲[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56-57. 

②
 杜惠洁.逻辑起点:教学设计前提条件分析——兼论德国教学论诸流派的教学设计观[J].浙江教育学院学

报，200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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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戴维斯①等人就认为在教学设计中教学起点要注重对学生特征的分析（主要包括

对学生生理、心理、认知等身体条件方面的分析）；“系统设计论”创始人迪克②等

人却认为学习起点应主要分析学生的态度、动机等学生情感方面的分析；而“为

学习设计教学”的倡导者加涅说：“教学必须考虑影响学习的全部因素。”③加涅同

时也认同在教学设计把学生的起点行为和特征作为系统教学中一个重要程序，主

要囊括了学生的智力技能、能力、特质，同时也指出了解这些行为特征可以通过

谈话、测验和观察等方法来确定教学起点，而不是凭空想象。以德国和美国为代

表的教学设计理论家都从自身不同的角度对学情内涵进行了阐释，各有特点，但

他们都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入手探讨学情，这也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学情内涵太

大太广，学情几乎囊括了学生的所有情况，这其实就是学科研究需要去改进的地

方。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德国学派不仅关注学情，也时时刻刻注意师情，他们非常

看重教师的已有知识经验对于教学的影响，这也许是一个启示：学情要不要考虑

老师的相关情况。 

第二，来自一线教学研究者的摸索。学情的提法开始于 80年代，历经几十年，

终于走出一条属于本土化的路。来自国内一线教学中对于学情的研究可以说是逐

渐脱离了教学理论家和心理学家的影响，逐渐走上了一条把国外理论同自身学科

实际结合起来的道路。如郑明江④在其研究中认为学情主要指学生的学习兴趣、习

惯等要素的学习状态；韦玲珍⑤认为学情应该关注学生的知识、能力、动机态度三

个方面，同时也要处理好群体个体之间不同的特性；庞玉崑⑥认为学情内涵应是学

生的认知、需求水平；耿岁明⑦在其硕士论文中从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对学情内涵

进行了界定，并构建了三维模型，特别强调了学情应只包括那些对教与学造成影

响的特征；丁恺⑧在其研究中认为学情包括学生个体的前在、潜在和群体的差异状

态；唐亚娟⑨认为学情主要包括在教学设计中涉及到的学生的已知、需知、未知、

能知和想知；陈隆升⑩从与教学程序相对应的学习程序对学情进行了界定，主要包

括学生在学习起点、状态、结果三个层面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学习经验情况。与之

相差无几的探讨还比较多，这里就不做赘述。上述观点都是从自身涉及的学科出

                                                        
①
 Davis,R.H.,Alexander,L.T.,Yelon,S.L.,Learning System Design:an Approach to the Improvement to 

Instruction.McGtaw—HillBook Company,1974. 
②
 W.迪克,L.凯瑞,J.凯瑞.系统化教学设计（第六版）[M].庞伟国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03-105. 
③
 R·M·加涅,等.教学设计原理[M].皮连生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4. 

④
 郑明江.构建学情理论 全面关注学情[J].小学语文教学，2005（5）. 

⑤
 韦玲珍.学情分析：内容构成与一般流程——以语文学科为例[J].教育研究与评论，2014,10. 

⑥
 庞玉崑.常见的“学情分析”错误与解决方法[J].北京教育（普教版），2012（3）. 

⑦
 耿岁民.中学数学课堂教学学情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 

⑧
 丁恺.课堂教学的“学情分析”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 

⑨
 唐亚娟.小学语文教学设计中的学情分析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2. 

⑩
 陈隆升.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基于“学情分析”的视角[D].上海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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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对学情进行了阐释，几位研究者虽然在阐释学情内涵时有自己的见解，但大都

认为学情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是一个贯穿整个教学、学习的循环过程，

而非只仅仅局限于课前的教学设计。同时我们从众多的研究中也发现一个规律：

对于学情内涵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从其中文的术语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的轨迹：

从开始教学设计理论里提出的“备学生”到“学情分析”,再到现在比较热门的“学

情视角”。学情研究已经从广义的学情下移到了狭义研究，已经从宏观的儿童研究

走向了微观的个体差异研究，已经从描述性的机械记录转向了处方型的改进学习，

已经从静态独立的课前研究转变成课前、课中、课后的动态生成全过程的循环研

究。如下图所示。 

 

                          

 

 

 

 

图 1.1 学情研究发展历程 

 

总的来说，关于学情内涵的讨论很激烈，对于内涵的理解大多数只建立在自

己的研究范围内，到目前为止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但有一点时刻肯定的，那就

是我们的研究应该建立课堂教学内，我们更应关注真实发生的课堂，同时学情分

析不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应该贯穿教学的全部过程。 

 

1.2.2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研究 

1.2.2.1 古代文化常识的相关专著 

对于古代文化常识方面研究的材料非常多，但论影响力得首推王力先生主编

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此书可以说是古代文化常识研究方面的入门级资

料，它奠定了古代文化常识的体系，后世的很多类似的书籍其实都脱不出天文、

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

什物这样一个大的研究框架。①但此书比较简略，每个方面都没有做太仔细的探讨。

其次还有向仍旦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从十二个方面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

概括了中国古代名物典章制度和某些特有的文化成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

代文化知识。本书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光辉灿烂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民族特

                                                        
①
 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学情分析 学情视角 备学生 

静态独立的

课前过程 

应用的技术

操作过程 

动态的“学生

中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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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①程裕祯先生的《中国文化要略》非常细致地从历史发展、地理概况、姓氏与

名字号、学生思想、宗教信仰、古代教育、科举制度、典籍著书、科技成就、传

统建筑、古典文学、各类艺术、风俗习惯、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梳理了中国文化

的相关知识。②书中特别选取了《水与中国文化》、《台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

的颜色迷信》等论文来增强了此书的趣味性以及可读性。许嘉璐先生的《中国古

代衣食住行》③一书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服装和佩饰、饮食和器皿、宫室和起居、

车马和交通几方面的古代文化常识，此书很好地满足了语文老师、喜欢读点古诗

文的人们等人群对于古代文化常识的需要。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浮光掠影、

走马观花式地介绍相关文化常识，而是非常细致讲述了几方面的内容，全面细致，

为老师及学生做深一步探讨提供了很好的阅读辅助材料。 

上面几本书主要侧重于古代文化知识、常识的介绍，为我们老师平时的教学

以及学生做初步的了解提供了非常好的第一手资料，还有很多书籍更多侧重了文

化、文化思想、文化史等更为专业深入的探讨，这里就不在罗列。 

 

1.2.2.2 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研究 

部分硕士论文在其研究中分别就某方面梳理出了教学内容并提出了相应的实

施措施。如梁秀婷④在其硕士论文《高中古诗词文化常识教学研究》中侧重研究文

化常识中格律文化常识，并针对格律文化常识的特点提出了自己实施策略。龙星

宇⑤在其《高中古文中常见的文化常识教学研究》中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确定了高

中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内容，并将高中教材古文中的相关语句全部罗列出来，并

对个别语句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用体验法来开展实践教学。余家骥⑥在其《论中学

语文教学中的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中构建出了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体系，也据此

提出了具体实施策略。张雪峰⑦在其《古代文化常识与中学古典散文小说阅读教学

研究——以人教版教材为例》从古典散文小学入手，阐述了古代文化常识对于阅

读教学的重要意义。 

部分期刊文章也针对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部分人认

为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无论是对于学生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文言文学习都具有相

当重要的意义。例如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漫⑧先生通过生活中的现象说明古

                                                        
①
 向仍旦编.中国古代文化知识[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②
 程裕祯著.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③
 许嘉璐著.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3. 

④
 梁秀婷.高中古诗词文化常识教学研究[M].东北师范大学，2012. 

⑤
 龙星宇.高中古文中常见文化常识教学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05. 

⑥
 余家骥.论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古代文化常识教学[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5. 

⑦
 张雪峰.古代文化常识与中学古典散文小说阅读教学研究——以人教版教材为例[D].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2. 
⑧
 朱颂.古代文化常识与语文教学——罗漫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08(9):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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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常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我们应在大中小学校的语

文课程中加强古代文化常识教育，特别是礼仪、称谓、衣食住行教育。马晔①认为

古代文化常识在理解课文内容、道德审美教育、提升学习兴趣三方面具有不可忽

视的教学意义。李晓妹②认为古代文化常识对理解和学习文言文的文意、主题、人

物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分人针对目前的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提出自己的

实施方法和实践策略。例如王进军③根据自身的实践教学经验针对高考文化常识题

提出了相关方法，并特别强调了记忆的重要性。陈振华④也提出了整体把握、加深

了解等六个具体的教学方法。叶青、雪飞虎⑤针对古代文化常识教学读本缺乏的现

状开发了校本课程，通过校本课程的实施与开展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 

无论是硕士论文还是期刊文章的研究都没有对学生、学情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拟从学情视角展开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研究具有创新性。 

总的来说，学情研究的大致情况就是：学情的研究与实践呈现出了冰火两重

天的景象，学情研究很热闹，学情实践却冷清得很，极不相称。但对于学情的研

究又因对学情内涵的理解不一样而导致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同时很多人把学情

当作一个独立发生的过程来看待。虽如此，然而语文学科中老师对待学情的关注

还远远不够，学情未受到相应的重视。古代文化常识研究的大致情况就是：古代

文化研究梳理的著作很多，但研究成果教学化转换的却不多。从统计分析可以看

出，对于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探讨只是凤毛麟角，仅有零星的文章做了比较初步

的讨论。其实古代文化常识挖掘的空间还很大，提别是高中阶段，例如：高中阶

段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目标该怎样去落实，落实相应的教学目标又该怎样做到不

丢掉学情，同时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评价也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问题。这些也是

本文要去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1.3 关键词界定 

1.3.1 学情 

“学情”的涵义众说纷纭，本研究根据陈隆升先生的定义把它界定为：“‘学

生在课堂里的学习情况’。一般来说，语文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面：课堂

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实施、课堂教学评估。对应这三个层面，我们认为“学情”

主要应该包括学生在从事课堂学习时的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及学习结果等三大要

                                                        
①
 马晔.语文教学不应忽视古代文化常识[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23(3):133-134. 

②
 李晓妹.文化古代常识，文言文学习因“你”而精彩[J].中学教学参考,2012(4):35-35. 

③
 王进军.高考文化常识题命题解读及复习指津[J].广东教育：高中版，2016(10):8-10. 

④
 陈振华.教好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六种方法[J].湖南教育：语文教师，2008(4):16-17. 

⑤
 叶青.试论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J].科海故事博览:科教创新,2010(11):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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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① 

 

1.3.2 学情视角 

根据陈隆升先生的定义：“学情视角主要是指教师开展语文课堂教学是因应

“学情”改进学习的基本状况，揭示其中的优秀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认为

“学情分析”应贯穿于从语文课堂教学设计、语文课堂教学实施到语文课堂教学

评估的全过程。”②有位日本学者在听完我国教师的一节课后指出：“中国教师观察

课堂教学的视线集中在主讲教师身上，而日本教师视线的焦点瞄准在学生的活动

上。”③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听课评课一般都把视线集中在教师的“教”，而忽略了

学生的“学”。同时优秀教师之所以优秀正是因为他关注着学生的学，而听他课的

老师却看不到，观察学情的视角被遮蔽了。 

 

1.3.3 古代文化常识 

根据王力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中分类，古代文化常识主要包括

“天文、历法、乐理、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

食、衣饰、什物等内容。”④本研究所探讨的文化常识主要指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

文言文篇目中涉及到的古代文化常识。 

 

1.3.4 学情视角下的古代文化常识教学 

学情视角下的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是指：“教师开展古代文化常识课堂教学时因

应学情（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学习结果）改进学生学习的基本状况，揭示其中

的优秀经验和存在的问题。”⑤同时学情视角下的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不仅仅关注学

生的学，也应该关注老师面对这样的学情做出了怎样的改变、调整、适应，而且

这种改变、调整、适应应该是紧紧围绕着学情，而非单纯地依靠自己的经验判断。 

 

1.4 研究目标和内容 

第一，通过梳理学情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搜集有关学情内涵的相关研

究），据此并结合本文的研究方向界定出“学情”、“学情视角”、“学情视角下的高

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通过概念的界定来奠定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 

第二，整理分析高中语文课标、新考纲，梳理出高中古代常识的教学目标、

                                                        
①
 陈隆升.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基于“学情分析”的视角[D].上海师范大学，2009. 

②
 陈隆升.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基于“学情分析”的视角[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③
 钟启泉，崔允漷，张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解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6. 
④
 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⑤
 陈隆升.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基于“学情分析”的视角[D].上海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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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并结合学情总结归纳出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特点。古代文化常识

教学目标的确定以及教学内容的选择是本研究的关键，这位整个后面的研究定了

范围。 

第三，通过整理分析问卷数据结果、研究相关案例和课例来分析高中古代文

化常识教学的现状，并从中找出现状的相关原因。从实践分析中出现状，从现状

推原因，严格遵守着研究的逻辑顺序。 

第四，结合前面的探讨研究提出相应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策略。在学

情视角的引领下，策略研究主要坚持了两个原则：紧扣教材，联系生活。 

 

1.5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指研究过程中采用的工具和手段，它是完成研究的一个重要杠杆。

研究方法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根据自己的研究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方法的

确定可以说是为研究装上了腾飞的双翼，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本研究采用了

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主要方法对

学情和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联姻进行一系列的探讨。 

 

1.5.1 文献研究法 

针对本研究的方向，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分类整理，为课题研究打下

坚实的基础。第一，分析整理学情研究的相关期刊文章、硕博论文，主要是集中

整理出国内外有关学情内涵研究的相关内容，同时通过想问学情研究文章揭示语

文学科学情研究的现状。第二，翻阅有关文化常识的相关著作，比如说王力先生

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许嘉璐先生的《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程裕祯先生

的《中国文化要略》，为后面探讨古代文化常识的内容奠定坚实的知识、理论基础。 

 

1.5.2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一般用在实践性较强的研究中，本文的研究涉及了学生的情况，

所以本研究针对成都市的普通高中生发放了《高中生学习情况调查问卷》4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371 份。问卷有两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针对高中学学习文言文

相关情况的问卷，第二个主要针对其学习古代文化常识情况的调查。问卷都在我

实习期间进行了预测，并通过整理分析预测结果调整了部分问题的提问方式和答

案、增加了部分涉及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问卷题目。 

 

1.5.3 统计分析法 

本研究利用 Exce12010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从中梳理出了古代文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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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教学目前的大致学情、文化常识的相关情况，并通过数据形成了图表，为整个

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数据支持。 

 

1.5.4 案例研究法 

本研究充分利用实习、社会实践的机会，记录实习学校部分老师的常态课、

公开课，同时收集了相关的校本课堂练习，并与个别学生进行了深入地交流。据

此形成了第一手的实践资料，通过整理形成了本文研究所选用的案例。 

 

1.5.5 经验总结法 

本文通过在实习学校听相关指导老师授课和研究整理名师的课堂实录总结出

了优秀的一线实践经验。通过研究相关经验为本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践指导，为研

究中提出学情视角下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策略提供新的思路、新的方向、新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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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目标和内容 
语文学科中对于教学目标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语文课程标准》中，但课标中

由于语文学科的特殊性等相关原因一直没有十分清晰准确的教学内容表述。这就

决定需要老师们花大量的时间来探讨研究教学内容，同时语文教材的选文编排性

又会导致每位老师提供的教学内容各不相同。所以，对于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

内容的选择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本研究借助课标以及新考纲对其教学目标以及

内容进行了梳理。 

 

2.1 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师生通过教学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或标准，是对学习者通过教

学以后将能做什么的一种明确的、具体的表述，主要描述学习者通过学习后预期

产生的行为变化，必须以课程标准所限定的范围和各科教材内容所应达到的深度

为依据。”① 

课改以来，语文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相对于初中学生，对高中“学

生提出了更高的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

新五个方面的能力”②。在高中语文课程教学目标里，没有明确界定高中学生需要

在古代文化常识方面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同时古代文化常识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

活有远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各古代文化常识点散见于各篇文言文、文言文注释中，

且古代文化常识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知识性强；这就给老师们确定课程教学目

标和选择教学内容带来相当大的困难。所以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一直像一只无头苍

蝇到处乱飞，教学无组织性、随意性强。我们可以结合课标、考纲对文言文的要

求和另外一些具体要求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表 2.1《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古代文化常识的要求
③
 

必/选

修 

版块 具体要求 

必 修

课程 

阅读与鉴赏 “学习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

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④
 

 

选 修

诗歌与散文 “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
⑤
 

文化论著研 “选读古今文化论著，拓展文化视野和思维空间，培养科学精

                                                        
①
 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52.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③
 注：本文的表的标题统一放表上，图的标题统一放图下。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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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读 神，提高文化修养。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和外

来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能通过各种途径，开展文化专题研讨。”

①
 

 

表 2.2《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语文）》对古代文化常识的考查要求 

版块 能力层

级 

具体要求 

考核目标 

与要求 

识记 “能识别和记忆语文基础知识、文化常识和名句名篇等。”
②
 

考试范围 

与要求 

理解 “能够领会并解释词语、句子、段落等的意思。考试主要在

古诗文阅读中，要求能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化知识。”
③
 

 

通过对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不同板块目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的课程标

准对于高中语文课程中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特别是在选修课

程诗歌与散文版块里提到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
④。这一句话很直接地说明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目标，同时可以看到考纲也明

确了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要求，首先就是要“识记文化常识”，其次要求“了

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化常识”。从这可以看出，对于古代文化常识，主要的要求就是：

识别和记忆，然后在此基础上领会并能做简单的解释。这两项要求其实都是比较

简单的，这就说明我们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在高中阶段应是比较基础的。但仅仅

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古代文化常识作为一种“常识”，但他又不只是作为一

种常识而存在。常识的背后是文化，可以说古代文化常识知识是一扇打开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窗口，或者说是一种介质，通过对古代文化常识的了解与学习，我

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融入我们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打下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同时

在我们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已经专门设置一个“梳理探究”板块，在此版块中就

特设了一个“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板块。这个版块设置的重要目的不是对于知识

点的记忆背诵，而是更多地关注有老师引导学生去梳理相关文化常识知识点，形

成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同时提倡学生去探究相关的文化常识专题，从中了解常

识背后的文化。 

因此，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还应有传承文化的要求隐藏在里面，所以学

习高中古代文化常识，不仅仅要求“识记理解”，更应该内含“探究”的要求。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②
 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 2017 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教试中心函〔2016〕179 号） 

③
 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 2017 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教试中心函〔2016〕179 号）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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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内容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几组概念。“‘语文课程内容’指为了有

效地达成语文课程目标所设定的语文素养目标，语文课程研制者建议‘一般应该

教什么’。”①“‘语文教材内容’指为了使较为广大的学生较好地掌握既定的课程

内容，语文教材编制者提供‘通常可以用什么去教’的建议。”②“语文教学内容

既包括在教学中对现成的教材内容的沿用，也包括教师对教材内容的“重构”—

—处理、加工、改编乃至增删、更换；既包括对课程内容的执行，也包括在课程

实施中教师对课程内容的创生。”③这里我们主要讨论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内

容。 

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内容的编制是一个难度颇大的任务。古代文化常识囊括的

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天文地理、典章制度、职官沿革、行政区划、衣食住行等方

方面面。同时每一个小的门类又有非常复杂的内容，各自都有一套完整的知识谱

系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很多文化常

识依存的生存环境已渐渐消失，很多文化常识对于今天的学生们来说已经具有相

当长的时空距离，这就给我们学习古代作品和了解古代文化设置了无形的障碍。

内容很多，选择就很大，选择多了就会失了方向、丢了标准。所以这就需要我们

从纷杂的古代文化常识中甄别出适合高中学生的学习内容，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可以依据课标、考纲、教材等来确定。据统计，人教版高中

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囊括了 70%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内容，古代文化常识与文言

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文言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必修课程目标里也

明确提出了通过文言文的学习为形成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所以我们需要从文

言文中层层剥茧地将古代文化常识的课程内容从文言文的课程内容中分离出来。

本文打算结合文言文从下面方面来分解高中文化常识的课程内容。 

 

2.2.1 汉字语义及汉字常识 

汉字是古代文化常识的载体。汉字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在其长久的发展演变

过程中，没有同西方语言一样走上拼音化的道路，而是在象形的方向不断发展完

善并形成我们独特的汉字演变系统。根据汉字演变发展的规律我们不难看出：汉

字并不是先民口语的转化，而是代表某种特殊意义的。同样的道理钱穆先生在其

一本著作中也有提及：“中国文字本来是一种描绘姿态与形象的，并不代表语言，

换言之，中国文字只是标意而不标音。”④另一位美籍作家唐德刚先生也在其回忆

                                                        
①
 王荣生.语文教学内容重构[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 

②
 王荣生.语文教学内容重构[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 

③
 王荣生.语文教学内容重构[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 

④
 钱穆.中国文化史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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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的著作中谈到：“今日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知道任何初民，其语言和

文字都不可能是一致的。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也与口语无关，他们的作用就

和‘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同时这种文字是受了原始文具的影响写

起来愈简略愈好。”①两位大家的话直接说明了汉字发展初期的状况：汉字不是音

的转化，而是用于记录或表达的图画等的不断定型并成为通行的约定。发展至今，

汉字的这一功能依旧可以寻见，这也说明汉字从一开始就无意识地被赋予了文化

的意义。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字一路走来不断吸收文化生活内容并保存这些文化

密码至今。这些也就是汉字相对于拼音文字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就在于汉字本身

就是文化。也正如潘庆玉在其博士论文中说道：“很多汉字语义之所以难以理解与

确定，是因为古汉字的语义是思想与文化不断发展积淀与延伸的产物，每一汉字

的语义都经历了数以千年的变化和发展，身上都带着文化的符号和密码。”②所以

汉字自被创造以来就不断地融入社会，这就导致了汉字逐渐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

它也就内涵了文化常识的教学内容。所以我们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得从一个个汉字

着手，比如我们的文言文中就蕴含了丰富的古代文化常识，这些常识附着在一个

个汉字身上。对于“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一论题的讨论，著名的语言学家

申小龙先生也曾在著作中探讨过这个问题：“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

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其次是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规则甚至带有文化编码性质；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

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创造了汉

文学的样式。”③“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

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④所以汉字本身就是文化的化身，就是古代文化常

识的载体。但我们要选择课程内容、确定“教什么”，汉字的语义和汉字常识入手。

在这里，汉字语义主要指带有文化密码的汉字的字面意义、引申义、象征义等，

特别是那些指向天文、职官、科举、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显性文化的汉字

需要重点关注；汉字常识主要指汉字流变发展的痕迹。这两点是古代文化常识教

学的基础性课程内容，主要达到识记、积累、理解的要求。 

 

2.2.2 汉字背后独特的文化思维 

“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⑤“语言不仅是思维的

工具，它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思维。”⑥潘庆玉在其研究中说：“汉字在古代没有走

                                                        
①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54. 

②
 潘庆玉.语文教学哲学导论——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③
 申小龙等著.汉字思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1. 

④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24. 

⑤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24. 

⑥
 转引自：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翟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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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拼音化的道路，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思维特征。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

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它是由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他们

对于世界纷纭事物的认知是从具体形象的个体开始的，越是早期的思维，越是具

体而细致。”①从汉字造字的方式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经历了从

具象到抽象的过程，汉语形象性的特点对形成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也形成了中华民族非常独特的文化思维。这种独特的文化思维深刻影响了古

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研究了解古代社会生活造成很大的障碍，我们要体会

中华文化就必须了解、学习这种思维特征。这些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化常识需要达

成的比较隐性的目标，具体到目标层面就是需要达到理解、探究的要求。 

古代文化常识是连接古代文化生活的纽带，所以要做到真正理解古代文化，

解密古代文化密码，就必须了解汉字字义、了解汉字思维。上面两点可以通过高

中文言文第一课《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智退秦伯时说的一句话“若不阙秦，

将焉取之”来具体解释。此句话中的“阙”和“取”就很讲究，特别是“阙”字

本是古代的宫室建筑，这里咋就翻译成动词了呢？ 

“阙”（què）字在《说文》里如是解说：“门观也，从门，欮声”②，“欮”读

jué。王力等人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中说：“观是宗庙或宫廷大门外两旁的高

建筑物，两观之间有一个豁口，所以叫阙。”③许嘉璐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代衣

食住行》中说道：“观阙是宫廷大门外的两个高大建筑物。叫阙，是因为它一左一

右夹住宫廷的出入口，就像缺（阙）了一块一样。因为阙为最高统治者所专有，

所以一说到阙，比如诣阙、阙下等，阙都指朝廷或皇帝。”④ 

我们从上面两位大家的书中可以了解到：“阙”字本义应该指古代宫廷前面的

高大建筑物，“左右各一，中间为通道”是其特殊的标志，从此意就引申出后来的

“空缺，豁口”的意思，声调也由四声变为了一声，读作 quē，如郦道元的《水

经注》中：“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后来又引申作为动词“残

缺、亏损等意思”，这篇课文中的“阙”字（课文中注释为“侵损、消减”）意思

也是这样引申过来的。同时也可以看一下“取”字。“取”在《说文》里的解释为：

“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⑤甲骨文“取”字的左边是一个

耳朵，右边是一只手，手抓住一只耳朵就是“取”。由此可以引申为“拿”，与“舍”

义相对。⑥可以看出，这两个字其实都是我们文化常识的一部分，都附着很浓厚的

文化，这些也就是我们常态课里可以很好地结合文言文学习来学习的文化常识内

                                                        
①
 潘庆玉.语文教学哲学导论—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②
 许慎.说文解字：插图版[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682. 

③
 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7-30. 

④
 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3：139-141.  

⑤
 许慎.说文解字：插图版[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168. 

⑥
 左安民.细说汉字（修订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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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上面只是从汉字本身来说明汉字本身就是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但我又该思考一个问题：烛之武为什么要在这里用这个字呢？因为通过“阙”字

可以让秦伯形象地联想到“空缺，豁口”的字义，通过“取”自可以让秦伯形象

地联想到战场上割去敌人耳朵的情景，这一切都是烛之武想通过一系列形象化的

语句激起对晋国消极的联想，从而反思“伐郑”的得失。在这里烛之武就把汉字

的形象性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进而说服秦伯放弃攻打郑国，最后解郑国之危。

这一过程中就体现了我们汉字背后独特的文化思维 

 

2.2.3 文言文中内含的传统文化 

许嘉璐先生在其关于古代文化常识的著作中说道：“在长期从事古代汉语和训

诂语的教学过程中，常常发现学生阅读古书的障碍并不完全是由于古今语言的隔

膜。有时，古书的句法、词儿都懂了，但对原文的理解却还隔着一层。其所以如

此，原因之一就是现在的学生对古人的生活的情况缺乏了解”。①这里虽然说明了

学习文言文遇到的问题，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古代文化常识的确是连接传统文化

的纽带、后世人了解和探究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对于传统文化的要求，课标里

有着明确的规定：“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

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②“在文言文中，‘文言’‘文章’‘文学’和‘文

化’，一体四面，相辅相成，文言文多层面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③关于传统文

化，目前我们的高中文言文就有很多这样的内容，这些传统文化内容正是需要我

们借助古代文化常识之手去了解和学习的，所以学习古代文化常识最终的目的还

是要指向我们的文化。这样的例子很多，高中文言文几乎每篇涉及到，比如：《鸿

门宴》中谈到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座次文化（项王东向坐……张良西向侍）；苏轼的

《赤壁赋》中的中国古代社会发达的历法文化（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武传》、

《张衡传》中涉及到的古代官场社会复杂的职官、称谓文化等。这些都是与古代

文化常识血脉相连的传统文化内涵，但这些远不是尽头，文言文中还有丰富的直

接体现传统文化的情意和思想。如《逍遥游》中的“逍遥”与今天所谓的“逍遥”

就相去甚远，这里的“逍遥”所代表的是中国古人特有的“道”的文化，这也就

形成了中华民族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之一：“归隐之路”。又如：《兰亭集序》中作

者从对当时某些现象的抨击展开了对生与死、得与失的思考、慨叹，进而表达了

自己反对老庄的无为、要求积极面对人生的世界观。这可以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另

一条出路：入世之路。这两篇文章中描绘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路径，这些都

                                                        
①
 许嘉璐著.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3.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③
 王荣生.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王荣生给语文教师的建议[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23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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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文化中的瑰宝。所以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不应只是常识的识记理解，更应

该有更深远的追求：挖掘其中的传统文化内涵与思想。“反观今天以语义翻译为主

的文言文教学，我们会发现，再好的现代汉语也难以完全表达出文言文本身的深

厚的历史文化意蕴，离开对古典文化与思想的学习和了解，文言文的翻译只能停

留在文字的层面，学生也只能学到最表层的东西。”①“因此，文言文教学不能仅

仅满足于翻译时从逻辑上疏通语义，而忽视了理解的文化阐释与思想批评。”②这

里就需要我们达成更深层的目标，这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积累，不是短时间的

知识叠加，所以这里主要是引导学生去完成梳理、探究的需要，并从中去挖掘某

一类古代文化常识，并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心得。这里主要达到探究的要求。 

通过对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目标以及内容的探讨，笔者尝试建构了如下的

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体系。 

 

表 2.3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目标和内容建构 

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古代 

文化 

常识 

识记层面：了解与作品相关的古代文化常识，

积累背诵一定量的古代文化常识。 

汉字字义（包括字面义、引申

义等）以及汉字常识（汉字构

形、汉字流变等） 

理解层面：梳理小初高以来接触过的古代文化

常识，领会并能简单解释古代文化常识。 

汉字背后独特的文化思维（形

象性、象征性、长于抒情叙事

等） 

探究层面：探究文化常识背后的文化现象，学

会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些现象，为形成一定的

传统文化底蕴奠定接触。 

文言文中丰富的传统文化（礼

仪文化、风俗人情文化等） 

                                                        
①
 潘庆玉.语文教学哲学导论——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②
 潘庆玉.语文教学哲学导论——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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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特点 
高中语文课程中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教材中涉及到的相关知

识点，并由相关文化常识点引申而来的文化背景等，它只是古代文化常识内容的

一小部分。对于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高中学生只需要通过了解掌握相关文化常

识点，从而打开了解学习我国古代文化的大门。 

 

3.1 学情视角的维度划分 

根据陈隆升先生的定义：“学情视角主要是指教师开展语文课堂教学是因应

“学情”改进学习的基本状况，揭示其中的优秀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根据语文教

师课堂教学的流程（课堂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实施——课堂教学评估），学情视

角对应出三个维度：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学习结果。同时这三点又内隐着

两个维度：学习需要、学习经验。”①所以学情视角的维度就可以细分如下： 

 

                维度 

过程 

学习需要 学习经验 

学习起点 需要的分析 基础性经验 

学习状态 需要的观察 过程性经验 

学习结果 需要的评估 结果性经验 

 

陈隆升对上表有着明确的解释：“学习起点主要指学生在进行语文课堂学习的

基础、需要与准备。学习状态主要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师生互动所体现出来

的‘学’的基本状态。学习结果主要是指学生通过学习活动实际所形成的作为结

果的学习经验。”②学习需要：“主要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普遍化目标（策略）的需

要或作为动机（驱动力）的需要。”③学习经验：“主要是指学习者与他对做出反应

的环境中的外部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④ 

 

3.2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特点 

进入高中阶段的学生，心理、身体逐渐成熟，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对世界逐

渐也有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学习也是，反思、自主、独立、自控能力不断提升。

随着各方面的成熟化，学生们对于知识有了更高的需求，特别是学习文言文不应

                                                        
①
 陈隆升.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基于“学情分析”的视角[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②
 陈隆升.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基于“学情分析”的视角[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③
 陈隆升.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基于“学情分析”的视角[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④
 [美]拉尔夫·泰勒著.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英汉对照版[M].罗康，张阅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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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局限于字词的掌握，更应有文化方面的思考与探究。所以教学中我们应该更多

地关注学生的诉求，了解学生的需要。这些特殊性都需要在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中

引起重视。高中古代文化常识又多属识记性知识，内在线索、规律不明显。高中

古代文化常识具有丰富性、零碎性、模糊性、识记性、时代性等特点，所以这都

给学生带来了非常大的学习挑战。 

根据学情视角的维度以及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特点，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探讨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 

 

3.2.1 根据学习起点，设计教学方案 

3.2.1.1 依据学习起点，确定教学目标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应该树立这样的的思维意识：教学目标

的确定一定是依据学生的学习起点，不能是为了减少麻烦而直接凭空推测或者“自

以为正确式”的经验判断。它的确定以及选择必定是依据学生的需要（学生对于

课程的需要：课程目标中需要学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学生的经验（学生已有的

知识准备、知识积累）。学习起点关乎着教学设计的起点，它是老师一切教学工作

的原始出发点，它是教学活动中最基础的一环。尤其是学习古代文化常识时，由

于古代文化常识自身一系列的特殊性，更需要我们关注学情。 

 

3.2.1.2 根据学习起点，选择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确定是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最重要的一环，但也是最

难的一环。王荣生在其文章中指出：“教学生不懂的，从学情出发，选择适合学生

学情的教学内容”①。“语文教师唯有从‘学’的视角重构语文课堂教学的内容与

方法，才有可能让课堂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②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是高中语文教

学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何确定教学内容可以说是古代文化常识的第一步，也是

至关重要的一步。钱梦龙老师也说：“我备课的时候，自己觉得理解起来有点难度

的地方，就像，学生可能也会较难理解；自己看了好几遍才看出来好处的地方，

就像，学生也很难看出它的好处来，我就在这些地方导一导。换句话说，“导读”

导的就是学生读不懂的地方、学生读不好的地方。曾经有人问，钱老师上课为什

么学生总能够跟他配合得这么默契呢？钱老师回答说：‘因为首先考虑的不是学生

将会怎样配合我的教，而是我的教怎样去配合学生的学，因此，仔细体察学生认

识活动的思路和规律，是我备课的一个重要内容。’”③  

                                                        
①
 王荣生.根据学生学情选择教学内容[J].语文学习，2009(2):17-22. 

②
 陈隆升.从“学”的视角重构语文课堂—基于语文教师“学情分析”的个案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

2012(4):42-48. 
③
 转引自：王荣生.根据学生学情选择教学内容[J].语文学习，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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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内容的选择，要根据学情。古代文化常识教学

首要的是要老师做足课前功夫，备课时引起足够重视，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

确定教学内容，不能想当然地备课、做教学设计。俗话说的好，“台上十分钟，台

下十年功”。一节课不经意间就到下课时间了，可这短短四十分钟的一节课却需要

老师们课前长时间的辛苦与准备。高中文言文相较于初中的的课文，文章篇幅更

长了，文章难度更高了，考试要求更高了。这就需要老师们在课前下更多的功夫，

但很多老师把功夫全用在了研究每篇文言文中的文言现象去了，对于出现的文化

常识只是一掠而过、稍作提示（把课文注释再提醒一遍），不会做过多的阐释。老

师们备课时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但遇到文中出现的文化常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下足功夫。 

 

3.2.1.3 依据学习起点，选择教学方法 

方法策略的选择一定是为课堂教学服务的，是围绕学生的学习活动展开的，

而不是老师想当然地设计。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改造》一文中所说的话有异

曲同工之妙：“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

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①陶老在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经典的理念，

奈何我们今天的教学依然没有遵循这样的路子前行。很多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

于教学方法的选择依然很草率，没有依据学生学的法子。学情视角下需要我们转

变这种模式，以学法为中心，根据学法来实施教法。 

 

3.2.2 关注学习状态，组织学习活动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曾预见性地讲到：“识知（knowing）的意义

已从能够记忆和复述信息转向能够发现和使用信息（Simon，1996）。人类知识急

剧增长使教育无法面面俱到，而且，人们更多地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发展

习得知识所必需得认知（智力）工具和学习策略，使他们能够富有成效地思考有

关历史、科学技术、社会现象、数学和艺术方面的内容。”②这段话说明我们需要

更加关注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味地求结果。教学最重要的发生点永远是实实在

在的课堂，课堂里最重要的永远是学生。只有实实在在地关注学习状态，我们前

期所有的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才有实施的地方。所以对古代文化常

识的学习更多地注重对于学习状态的关注，这才是学习学习过程真正发生的地方。 

课堂中学生学习状态的呈现也正是我们教学实施的试金石。学习状态不是一

                                                        
①
 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471. 

②
 （美）布兰思福特等编著；程可拉等译.人是如何学习的：扩展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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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变，我们需随时关注动态变化发展的学情，根据学情及时调整相应的教学活

动从而来引导的学生的学习活动。课堂不再是老师机械地完成教学设计的演讲厅，

应该是成为因学而变的交流对话的平台。 

 

3.2.3 评估学习结果，调整教学策略 

评估学习结果（教学评价）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存在，它应该成为教师

了解学情的主要来源和起始点。“学情视角主张把作业设计纳入课堂教学设计中，

也即在备课阶段就要设计好学生的作业以及评估措施，使教学、作业以及评估形

成内在关联，这样就为教师在学习结果学情分析时提供了一个参照，从而通过学

习结果来调整教学策略。”①我们平时的语文评价（例如平时的练习、试卷、写作

文等）形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些甚至是很空泛的几个字就布置了作业，例如：

“写一段感想”。这样的评价只会浮于表面，不能真实反映课堂以及整个教学过程

的情况，也即不能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教学的效果如何。 

学情视角下的评估学习结果的主要目的是其能反馈教学效果，进而改进我们

的教学，改进相关的教学策略、调整学习活动，提高教学效率。我们应该重视学

习作业以及评估的重要性，把其纳入教学的整个过程，系统把握、统筹设计，再

利用学习结果的反馈情况不断优化我们的教学。 

 

                                                        
①
 陈隆升.从“学”的视角重构语文课堂—基于语文教师“学情分析”的个案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

2012(4):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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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情视角下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4.1 学情视角下高中文言文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现状  

近年来，语文人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改革、课程改革等，都在积极寻找语

文的出路，特别是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对于文言文教学的看法与观点，但古代

文化常识却被我们渐渐遗忘在了书本一角，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古代文

化常识逐渐成了老师教学中的“鸡肋”。经笔者结合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

识教学的特点以及高中古代文化常识学习情况调查问卷统计中总结出了几条主要

现状。 

 

4.1.1 高中文言文教学对学情的遮蔽 

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大部分内容①都隐藏于高中文言文中，文言文教学的形式、

方法、效果等直接影响着其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情况。要想了解学情视角下古

代文化常识的教学现状，必须先了解学情视角下高中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实际课

堂中，高中文言文教学对学情有着诸多的遮蔽。 

要想了解文言文教学目前的状况，我先从部分实践案例、学生平时训练样题

一探其中究竟。首先摘录我实习期间遭遇的文言困境，以案例形式展示如下： 

【案例】1：文言文背诵缘何成为了难题？ 

实习期间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好些学生背诵文言文非常困难，多次朗读没有结果，文言

文的背诵已成为学生的难题与负担。有一个学生，每篇文言文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背诵，但

即使花了这么多时间，文言的记忆还是不能长时间保持。但班上有些同学背诵文言文还是较

快的，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学生的个别差异，但对于这种差异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案例】2：全文翻译对抗字词解释？ 

社会实践期间，遇到一名学生，孩子成绩挺好，就语文有些弱，我就很好奇，是什么导

致孩子语文学不好？细细谈来和一段时间的了解观察，我才知道：孩子的文言文学的一塌糊

涂，孩子可以轻易地翻译课文中的任意一句话，但只要我把一句话中的单个字拿出来让他解

释，孩子就犯难了，不会了。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孩子只是屈于老师的要求区背诵，然而对

于言以及言后的文根本就没有理解。课内文言文已如此，这就更不用说课外文言文了，这已

经不是知识迁移的问题了，说明我们的文言文教学已经出问题了。 

从上面两个案例，我们看出了文言文学习依旧是记忆背诵大行天下。老师们

强调背诵没有错，背诵对于文言文的学肯定是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背诵应

该怎么背，是不是该我们好好探讨呢？我想是的，背诵应该指向某些能力的形成，

而不是盲目，只求量够不求质的提升。而我们古代文化常识的积累也需要一定的

背诵量与记忆量，如果文言文都没有掌握好，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又从何谈起呢，

                                                        
①
 据统计，语文教材中的文化常识有 70％以上来自文言文，有时一篇课文就包含好多种文化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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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别说隐藏在文言中更深层的文化了。 

其次是我在实习期间收集的某示范高中学校高一文言文学习期间的过关训练

题，下面将展示样题。 

【样题】① 

高****届高一下期语文过关单
②
（文言文单元） 

一、字音字形。 

1.囚系．（    ）2.量．（    ）体裁衣 3.敷衍塞．（    ）责 4.镣．（    ）铐 5.对簿．（   ）

公堂 6.piāo（   ）缈 7.一 xiè（   ）千里 8.鬼鬼 suì（   ）suì（   ）9.修 xì（   ）

10.杯盘狼 jí（   ） 

二、解释加点字词。 

1.伪齐乞师于金入寇．（    ）2.将由襄、汉规．中原（     ）3.金人渝．盟（     ）4.幸

不啻．．足（     ）5.所恨．南北通和（    ）6.顾．死牖下耳（     ）7.经略．．东西京（     ）8.

伪齐驱甲骑五千薄．庐州（     ）9.白露横．江（       ） 

10.横．江东来（      ）11.正．襟危坐而问客曰（      ） 

三、根据要求默写。 

1. 《 兰 亭 集 序 》 中 王 羲 之 表 达 出 他 个 人 生 死 观 的 句 子

是：                        ，                        。 

2.                               ，而不知其所止；                   ，羽化而

登仙。（苏轼《赤壁赋》） 

3.苏轼的《前赤壁赋》中可与《后赤壁赋》中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句相映成趣

的句子是“                     ，                    ”。 

此类的过关单学生们每周至少做两次，从过关单我们可以看出：文言文的评

价仍然是以知识点检测为主，特别是字词依旧充斥大量篇幅。这只是冰山一角，

还不包括与教材配套的学案和达标练习、周末练习以及每周一次的常规考试以及

每月一次的月考，学生任务非常重，真正消化吸收的时间少。但即便是这样的题

海战术，却依旧没有古代文化常识方面的相关练习。 

 

 

                                                        
①
 样题均为实习期间我按照指导老师要求制作而成。 

②
 过关单其是就是简短的测试题，在简短的时间里检测学生们近期掌握知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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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老师布置的文言文课外作业情况 

 

从上图（图 4.1）我们可以看出，文言学习课后的作业背诵和默写占到了大

半，说明如今的文言文课堂依旧是太过于强调知识的记忆，而忽略了理解与探究。

这样的方式只会制约古代文化常识的深入学习，只会浅尝辄止，不能体会到传统

文化的巨大魅力。 

通过案例和样题从侧面①可以看出：文言文教学的形式不容乐观，相融其中的

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现状堪忧，可以说是比文言文教学更严重。 

 

4.1.2 差异化的学习起点 

学习起点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进入高中阶段的每位学生由于其以前的学

习环境、现在的学习需求等条件的不同，古代文化常识的积累情况具有很大的个

体差异性。 

首先，学习起点个体差异体现在对于文化常识的概念、范围认识不清、理解

不够。在调查问卷中我设计了这样一道题： 

根据初、高中以来已经学过的文言文来判断下面那些属于古代文化常识的内容？（单选

题） 

①天文地理  

②历法乐律  

③典章制度  

④职官沿革  

⑤文化典籍 

                                                        
①
 案例、样题、问卷调查结果在这里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可从侧面反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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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行政区划 

⑦宫室建筑 

⑧礼仪习俗  

⑨姓氏称谓  

⑩衣食住行 

A.全部属于  B.大部分属于  C.部分属于  D.都不属于 

根据初中到高中的学习，上题不难选出：应全部都属于古代文化常识的范围，

但选对的人刚刚超过一半（图 4.2）。很多学生对于古代文化常识还处在一个概念

混淆模糊的状态，这也间接说明很多老师平时并没有做好古代文化常识得教学工

作。 

 

 

图 4.2高中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学习的了解情况 1 

 

另有一题： 

就已经学习的文言文中，你认为那部分文化常识难以理解掌握？可举例说明（填空题） 

对于此题部分同学没有把古代文化常识的概念弄清楚，有些同学甚至把实词、

虚词以及部分文言现象写上了。 

其次，学习起点的个体差异体现在古代文化常识的积累量。积累量其实就是

学习经验的情况，学习经验的多寡可以影响到后面的学习情况。为了了解同学们

对于文化常识的掌握情况，我设计了这样一道选择题： 

下面是一些关于古代文化常识的说法，请判断是否正确。  

题略，见附录：高中文化常识学习情况调查表 

学生们的答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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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高中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学习的了解情况 2 

 

上题的答题情况（图 4.3）再通过 Excel 统计中的逐层筛选得出：仅有 13人

答对全部的五道题。同时我们可以从上表中每道题的答题情况看出学生们对于文

化常识的掌握情况，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于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积累情况差异非

常大，仅有很少的一部分学生基本掌握了基本的文化常识。学生水平不一、基础

经验高下有别，这就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最后，学习起点的个体差异体现在学习的准备情况。学生对于古代文化常识

的准备主要体现在其课前的预习情况，据调查问卷得知（图 4.4）：对于出现在课

本中的古代文化常识只有 24%的同学会选择查阅相关资料进行预习工作，另有 41%

的同学会看情况选择预习，32%的同学直接没有预习活动，预习情况差异很大。由

于古代文化常识的特殊性，预习活动就显得尤其的重要，可以说预习活动的开展

与否直接会影响对于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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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学生对于文言文中出现的文化常识的预习情况 

 

学习起点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古代文化常识的概念理解、积累量、学习准备

三方面的差异性上，但真正的高中语文课堂上却没有针对这样的差异性实行差异

化教学，而是笼统的一种教学方案。但统一的教学起点必须依赖于统一的学习起

点。然而真实的课堂没有统一的学习起点，学习起点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特别是

对于知识面大、应试性不强的古代文化常识来说更是如此。这就形成了“学习起

点差异化”与“教学起点统一化”之间的矛盾，这也就导致了教学结果不理想。 

 

4.1.3 不关注学习状态 

目前，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呈现出了教授方式定势化与学生学习状态多样化共

存的局面。老师不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依然采用比较定势的教授方式，老师的

教已经跟不上学生对于古代文化常识学习的需要。 

第一，教授方式的定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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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老师怎样教授古代文化常识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图 4.5）：在教授古代文化常识时绝大部分老师选择结合

课本来讲，占比达到 86%，单独讲的相关知识的只占比 11%，选择其他方式的基本

没有。进一步的调研发现，老师们结合课本讲古代文化常识也只是稍微提示一下，

并不会做过多的拓展，更多的时候只把注释涉及到的古代文化常识点作为字词提

示，还有很多直接被忽略掉了。老师们没有相应的时间来思考更多的教学模式，

还是按照文言文字词的模式在讲古代文化常识。这样的模式已经定势化，不能激

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兴趣，同时这也阻碍了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 

第二，学习状态的多样性 

 

 
图 4.6高中学生对文言文、古代文化常识学习的兴趣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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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学生认为文化常识对学习文言文的影响程度 

 

 
图 4.8高中学生认为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方法 

 

从上面三个图（图 4.6、4.7、4.8），我们可以看出：高中学生已经认识到了

古代文化常识的重要意义，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占比 52%）认为古代文化常识的

学习对于文言文学习的的影响很大；同时经过高中学生对文言文、古代文化常识

学习的兴趣度比较发现，对于古代文化常识学习的兴趣度明显高于学习文言文，

这说明学生在很多学生学不懂文言文的大背景下，古代文化常识对其依然有着不

错的吸引力，这可以成为老师们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学习兴趣不错的入口；在老

师相对定势的教授方式下，学生自己拓展了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方法，有课文注

释、被相关知识点、查相关资料、听老师讲解等，而且每种方法的占比比较均衡，

没有特别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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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单一化的教学评价 

高中古代文化常识以前只是作为文言文注释中附属内容，随着新课标的出台，

高中古代文化常识被列入了课程目标要求，但却一直没有很清晰的评价方式。今

年的修订的考纲中终于提了一些要求：语文学科在“古诗文阅读”部分增加“了

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的考查内容，但具体的考查形式是怎样的，没有

阐明。但对于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考查早就在高考中出现几年了，我们首先来看

一下近年来高考全国卷的文化常识题，了解一下目前对于文化常识评价的进展情

况。 

表 4.1近年来高考全国卷文化常识常识试题概览
①
 

年代 试卷类型 考查点 词性 题型 涉及文化常识内容 

 

 

 

 

 

 

 

2016 

 

 

新课标卷Ⅰ 

A 首相 （名词）  

 

选择题 

古代职官文化 

B 建储 （动词） 古代皇室宗法制度 

C 有司 （名词） 古代职官文化 

D 契丹 （名词） 古代历史地理 

 

新课标卷Ⅱ 

A 中宫 （名词）  

 

选择题 

古代宫室文化 

B 陛下 （名词） 古代皇室宗法制度 

C 吏部 （名词） 古代职官文化 

D 移疾* （动词） 古代职官文化 

 

新课标卷Ⅲ 

A 礼部 （名词）  

 

选择题 

古代职官文化 

B 教坊司 （名词） 古代职官文化 

C 致仕* （动词） 古代职官文化 

D 两京 （名词） 古代历史地理 

 

 

 

2015 

 

新课标卷Ⅰ 

A 登进士第 （动词）  

 

选择题 

古代科举文化 

B 兵部 （名词） 古代职官文化 

C 庙号 （名词） 古代皇室宗法制度 

D 太子 （名词） 古代宗法制度 

 

新课标卷Ⅱ 

A 字 （名词）  

 

选择题 

古代称谓文化 

B 谥号 （名词） 古代称谓文化 

C 嗣位 （名词） 古代皇室宗法制度 

D 诣阙 （动词） 古代职官文化 

  解褐 （名词）  古代职官文化 

                                                        
①
 近年来全国卷开始出现文化常识题，都放在文言文第二个选择题，因为全国卷代表了未来高考的总体走势，

所以在这里只分析全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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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全国大纲卷 南面 （名词）  

选择题 

古代职官文化 

故事 （名词） 古代文学常识 

《春秋》 （名词） 古代文学常识 

注：表中加*的也可以说是古代官场迁谪文化，这里为了与上文一致统一定为古代职官文化。 

 

从上表（表 4.1）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文化常识从 2014年全国卷（大纲卷）

又开始被重新纳入了高考，并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查，经过 15、16年的试验逐渐形

成了比较成熟的考试方式。三年的考查题目均为“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

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都为选择题，加点词也基本定型为三个名词、一个

动词，主要涉及了古代职官文化、古代皇家宗法制度、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但这

种考试形式比较单一，我们应着手研制更多的考查方式，比如题型的变化、更多

合作探究题型命制。学习结果要通过转化为学习经验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并且

同时还需要用新的经验代替自己的前理解。“评价形式的单一化不利于学生学习结

果的经验转化，评价的单一化就会引导学生单一的进行学习活动，从而关闭更多

的学习窗口。”① 

 

4.2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文化常识教学现状的原因分析 

4.2.1 教学起点的模糊化 

有研究者②认为语文学科的教学设计的起点一般来源于教材和学生经验。长久

以来，我们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设计的起点一般只关注了教材中课文注释或

者一些文化常识的著作，老师们备课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备教材、备著作，从而忽

视了学生的直接经验。但教材、著作是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种基于课程专家、教

材编委们以及著作家认定的可能起点，而学生直接经验的现实起点可能与这有距

离，或超前或落后，这样的教学设计并一定适合学生。“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

对学习起点的有效把握应该是体现为‘教材内容’与‘学生经验’的高度契合，

偏离了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将导致‘起点的模糊化’。”③这里的学生经验就是我

们所说的学习起点。古代文化常识缺乏对学习起点的关注，就导致了其教学起点

的模糊化。 

 

4.2.2 教学实施的简单化 

真实的课堂教学应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师生互动过程，教学实施过程中教

                                                        
① 陈隆升.语文课堂“学情视角”重构[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99. 
②
 卜玉华.试论课堂教学设计的“可能起点”与“现实起点”[J].课程·教材·教法，2007（4）：22-24. 

③
 陈隆升.语文课堂“学情视角”重构[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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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积极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并针对关键事件予以回应，解决问题、提高课堂

效率。但现实中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却是简单化地处理了这一过程，很多老

师只是单纯地罗列知识点，而忽略了古代文化常识背后的文化内涵，缺少了知识

与知识之间应有的逻辑联系。 

 

4.2.3 教学评价的应试化 

长久以来，在应试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语文学科随大流追逐着高考。考与教

逐渐形成无缝对接，但学与教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深。教学评价也在高考指挥棒

的引领下逐渐失去应有的评估作用，教学评价逐渐应试化。 

教学评价的应试化直接导致了教学评价方式的单一化。一切与高考考试模式

不一样的评价形式被束之高阁，这也就引发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生的学逐渐失了

应有的范围、失了应有的兴趣。特别是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本应有更多的评价方式，

比如结合作文写一写文化专题类的探究报告、课前几分钟的文化常识小讲座等。

但实际的课堂没有，整个教学太过功利化，靠什么就练什么。如今虽然古代文化

常识已经被实实在在列入了考纲，但毕竟多年的教学惯性、教学潜意识，想让如

此现状马上改善毕竟也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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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情视角下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基本思路 
通过前面对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目标和内容、学情视角下其特点以及现状的分

析，我们不难看出：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一直对学情存在着较大的遮蔽，我们

需要在学情视角的引导下找出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出路。 

 

5.1 依据学情开发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内容 

如果单论教材，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内容十分有限，同时各文化常识点非常

零散，散见于各文言文课文中。这就要求我们老师要依据教材内容整合相关古代

文化常识，梳理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学情分析古代文化常识高中学生

需要学习那些内容，再依据学生的学习基础确定具体的学习内容。因为每篇文章

中涉及的古代文化常识很少，也很简单，但每个知识点背后的文化常识却是一个

知识系统的存在、一个文化现象的存在，这些存在并不需要全部教给学生，但需

要老师了解。 

 

5.2 探索学情视角下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主要策略 

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一直处于被语文老师忽视的地位，相应的教学方法、教学

策略也有待开发。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还必须仅仅围绕学情，依

据学的情况开发出更多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在此前提下，开发相应

的方法、策略必须坚持两个原则：第一，紧扣教材原则。我们的古代文化常识教

学必须仅仅依附于我们的教材来展开，不能孤立化的存在。第二，联系生活原则。

古代文化常识远离我们的生活，这就特别需要老师在授课时时刻联系现实生活，

以此来提高学生对于相应古代文化常识的认识与理解。 

 

5.3 促进教学评价与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过程的有效衔接 

教学评价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它应与教师设计、教学实施等发生有效

的关联。教学评价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学生作业，对于学生作业的布置应该早我们

进行教学设计时就应该设想到，也就是说我们在备课时就应该对作业设计有一个

整体的规划，不是临时随意布置作业，同时作业应该与课堂教学目标、内容有关。

就如美国学者阿来萨所说：“计划和执行教学的目标在于帮助学生学习新的知识、

习得新的行为。因此教学计划中应该包括一些正式的或一般性的评估学生是否习

得预期学习结果的方法，包含确定是否遗漏或混淆某些领域的方法。”① 

 

                                                        
① [美]阿来萨著，徐世强译.课堂评估：理论与实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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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情视角下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主要策略 
6.1 基于学生的学习起点确定教学起点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要关注学生们的学习起点，特别是学生

的基础性经验。基础性经验在语文学习中我们可以看成学生已有的知识，有关研

究者就认为：“新知识的建构必须来源于已有知识”①。 

 

6.1.1 采取“分层前置学习法”引导学生的预习 

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一开始每位学生就站在了不同的起点上，每位学生

的基础性经验各有特点。高中学生涉及到的古代文化常识内容非常广泛，信息量

较大，绝大部分内容与今天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所以，不同的学生在文化常识

的积累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学生基础性经验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学生的预习

情况上。比如我们在学习《兰亭集序》中涉及到了纪时、节日风俗等古代文化常

识句子，每个班上学生的水平各异，所以这里相关文化常识的教学可以根据学生

的水平选择“深点宽面”的方法。所以在上课之前我们可以针对所有的学生设计

不同的古代文化常识小清单、小卡片等（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整理收集），让学生

在预习时拓展阅读小卡片的内容，增加对本文相关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们对本

文所蕴藏的丰富文化精神内涵体悟与理解。这首先要完成相关知识普及的工作，

把所有的学生对于古代计时法的知识积累量提升到一个相对平均的水平，同时我

们也可以在小清单、小卡片中结合语文学科的其它教学形式把常识点分成不同的

层级（根据前文中对教学目标的探讨，可分为识记、理解、探究三个层级），体现

出区分度。小卡片可以是文化常识背景介绍、也可以是文化常识趣闻等。例如本

文的“永和、癸丑”涉及到古代纪时法，我们可以制作一个如下的小卡片： 

示例 1 历法常识小卡片 

公元 353年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当时的社会名流贵族谢安、孙绰等人在绍兴城外的兰

渚山下举行了一场集会，参会者临流赋诗，所写之诗抄录成集，会后由“初渡浙江有终焉之

志”的王羲之撰写序文记录此次集会，即《兰亭集序》。本文中第一句：“永和九年，岁在癸

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②
这段话中的“永和、癸丑”涉及到古代

纪时法，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古代纪时文化，看看古人是如何计时的。 

【识记】层面 

癸丑：“古人常用‘天干’（甲、乙、丙、丁等）十个字和‘地支’（子、丑、寅、卯等）

十二个字循环相配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这里指永和九年。”
③
 

                                                        
①
 （美）布兰思福特等编著；程可拉等译.人是如何学习的：扩展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3. 
②
 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必修 2[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29. 

③
 来自课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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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干地支简称“干支”。《辞源》里说，“干支”取义于树木的“干枝”。 

 

表 6.1十二地支对应十二生肖表 

天干 甲 已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生肖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注：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

未、酉、亥为阴支。 

 

年月日的来历：“古人经常观察到的天象是太阳的出没和月亮的盈亏，所以以昼夜交替的

周期为日，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月（现在叫做朔望月）。至于年的概念，最初大约是由于庄稼

成熟的物候而形成的，《说文》说：年，熟谷也。如果说禾谷成熟的周期意味着寒来暑往的周

期，那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现代叫做太阳年。以朔望月为单位的历法叫阴历，以太

阳年为单位的历法是阳历。我国古代的历法不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
①
 

【理解】层面 

按照排列组合来看，天干地支的组合应该是： 

C10
1
·C12

1
=120 

但为什么我们平时都说 60 一甲子呢？天干地支的排列有隐藏着什么样的规律呢？我们

看看下面的图表就明白了。 

 

 

表 6.2天干地支组合排列表 

天干▶ 

▼地支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①
 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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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注：从上表我们可以知道，干支的排列组合是天干地支的单数相配，天干地支的双数相配， 因此也就没有了“甲丑、甲卯”。

其实天干地支相配也是暗暗结合了阴阳的，阳干与阳支相配，阴干与阴支相配。 

 

【思考探究】层面 

查阅相关资料（参照图 6.1）（可以参考王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为什么地支有 12个，天干却有 10个呢，结合下图及地理学的相

关知识并查阅相关资料？。（提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图 6.1天干地支图 

 

上面的小卡片分为三个等级逐层递进，第一个层级是对历法计时常识的的了

解与识记，需要学生记忆，这是积累文化常识量的第一步，普及了常识；第二层

级是理解，就是在识记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天干地支的配对规律；第三层就是掌

握历法计时的相关常识后，就应该去探求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以及通过学科融合

来巩固历法常识，又通过历法知识把学生引向天文常识领域。这就通过三个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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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知识储备的学生提供了有区分度的预习方案，从而为上课准备好的基础。 

这一切就加大了我们一线教师的工作量，我们的老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

储备，提升文化素养。“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个浅显的道理告诉我

们：在讲解文化常识时，不仅仅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更需要自身掌握打开潘多

拉盒子的钥匙。古代文化毕竟离我们生活工作的时代较远，又加之新文化运动等

一系列因素斩断我们与之的联系。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去拾起这条丢失了很久的链

条，再次架起今天与传统的桥，去发现隐藏在文言、文言文里的世界——文化。

这就需要一线的语文老师不断学习相关文化知识，扩大知识面。 

 

6.1.2 根据实际情况开发个性化课程 

进入高中，学习科目逐渐增多，学习压力不断增加，学生学习古代文化常识

的时间难以保障。同时每个学生由于接触、学习积累到的古代文化常识量存在各

式各样的差异性，学习起点不一样。这就需要学校、老师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又因古代文化常识每个版块的知识之间相互联系不是很紧密，各学校可以依据区

域特色文化或者校本文化开发个性化课程。例如很多学校都已见雏形的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可以结合文化常识分类分为众多的模块，可以是不同的老师根据自己的

兴趣以及知识的储备情况设计不同的模块，分担备课压力，利用走班选课的形式

来普及文化常识。同时一些学校可以把校本课程放到综合课程里、或者同历史、

美育课程①结合起来，以此加强学生的文化常识积累。这种模式可以更好地照顾学

生的兴趣及爱好，上课方式灵活，分担语文正课时间紧的压力，让学生有更多的

时间来合作探究。同时校本课程可以结合高中语文教材梳理探究的专题，这种方

式不仅可以增加古代文化常识的积累，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探究、发现创新方面

的能力。 

例如学习完《张衡传》、《苏武传》后，老师可以针对性开一个职官文化开发

一个个性化课程，可以是一个讲座形式，也可以作为校本课程的一个模块。首先

可以把所学文言文中（包括教材、作业练习等）涉及职官文化常识的句子搜集整

理出来，通过知识再现回顾相关常识点，然后通过借助现实生活解释相关知识点，

由此形成一趟简单实用的个性化课程。 

 

6.2 基于学生的学习状态调整教学活动 

如今信息和知识快速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正如诺

贝尔获奖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曾明智地指出：“‘识知’（knowing）

                                                        
① 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文件中明确指出，美育课程包括：音乐、美术、舞

蹈、戏剧、戏曲、影视、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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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已从能够记忆和复述信息转向能够发现和使用信息（Simon，1996）。人类

知识急剧增长使教育无法面面俱到，而且，人们更多地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

生发展习得知识所必需得认知（智力）工具和学习策略。”①所以对文化常识的学

习更多地注重对于学习过程的关注，特别是对其状态的关注。 

 

6.2.1 调适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 

教学实施过程中，要时时刻刻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特别是注重学生对所学

知识点的兴趣度，要不断调适教学方法，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6.2.1.1 随文突破、言文结合，激发兴趣 

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就在其著作中评价古代语文教育时讲到：“一是建立了

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

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

文教学法体系。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出发，充分运用了汉语汉

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效率。”②如今要加强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就避不开文言文教学，

很多古代文化常识就附着在文言文中一个个汉字里。长时间我们的老师过于关注

字词，花大量时间去学习文言现象，却忽视了汉字里隐藏的古代文化常识。这句

话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教授古代文化常识最好的做法就是随文渗透，言文结合，

从而激发学习相关常识的兴趣。通过这样不仅学习了文言，还了解古代文化，理

解汉字背后的文化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章大意、思想主题、文化背景。 

例如我们在教授《兰亭集序》一文时，其中的第一句：“永和九年，岁在癸丑，

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此句中“禊”字就涉及到古代文化

常识，“禊”字在课文的解释是：一种祭礼。这里讲的很简单，很多学生学到这里

只会一瞟而过，没有思考为什么。因为常态课堂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单独讲解这个

知识点，所以这里我们本着“零敲零打”的原则随文突破这个常识点。同时讲“禊”

字不可能直接就讲字里蕴含的文化意义，这样太直接、太单调，同时学生也很难

接受和理解。所以我们先了解“禊”的字面含义，如下： 

“禊”它的本义是“洁”的意思，意为在水边洗濯盥洁。在本文中禊是指中国古代三月

上旬的一个巳日（也被称为三月上巳日，也即我们传统的巳日节），人们会集在水边或者河边

举行的占卜、祭祀等仪式，人们纷纷以香草浸泡的水洗濯沐浴，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仪式和行

为能帮他们驱除邪疾。巳日经过汉、三国的发展与普及，至曹魏逐渐定型，自这以后，巳日

                                                        
①
 （美）布兰思福特等编著；程可拉等译.人是如何学习的：扩展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 
②
 张志公.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M].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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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也固定下来了，定于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巳日逐渐没了先前

祭祀、驱邪的仪式，发展成了一个以水边禊饮游乐的传统节日，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踏青活动、

春游活动等。 

“禊”字的偏旁部首为“礻”，我们可以在深入探讨一下其偏旁，从中更好地

理解背后的文化意义。 

“禊”字的偏旁部首为“礻”，“礻”是“示”作偏旁的变形。我国古代先民由于生产力

水平较低、科技不发达，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清楚原因，同时人民们对生老病死也不甚了解，

认为天上有神明，人死后还会有鬼魂。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很迷信鬼神，特别是商朝时期，事

事都要占卜请求、祈求神灵的保佑。所以与祭祀相关的活动就非常频繁，后来就不仅仅是祭

祀鬼神了，还要祭拜先祖。然而祭祀鬼神、祭拜先祖的需要仪式，需要相应的工具吧。这个

最初的工具就是我们要讲的“示”字，由下图（图 6-1）我们就可以认识了解到“示”字的

演变过程，甲骨文的“示”字（象形字）就像用石块垒的供桌（一横一竖两石块），所以说“示”

字的本义应该是供放祭品的石桌。左安民在其《细说汉字》中这样说：“示”字本义为“灵石”，

是名词。灵石上放置祭品，示于光天化日之下，给鬼神看并享用，所以后来又引申为动词，

是“给人看”的意思。
①
比如我们课本就有有这么一段话：“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

之者三”（司马迁《鸿门宴》）。从这个意义又引申为“显示、表示”。后来随着文字的发展演

变，“示”字逐渐演化为部首字，放到字的左边就演化为“礻”，所以说在汉字中凡是由“示”

字所组成的字大都与崇拜、祝愿、鬼神、祭祀有关，如“福”、“祐”“祝”、“祟”、“神”、“祀”、

“祭”、“祈”等字。
②
本文的“禊”字也是以“示”字为偏旁部首，所以“禊”也应该与祭

祀等有关。以后再学习过程中如遇到“示”字旁的字，就要联系我们所说的意思（与精神、

祭祀有关）。 

图 6-1 “示”字的演变图 

 

 

                                                        
①
 左安民.细说汉字（修订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60.  

②
 左安民.细说汉字（修订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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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通过对“禊”字的认识，了解了古代祭祀文化，通过这样的探究过程，

我们再带入文章中，再去理解课文中注释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同时通过这样的 “小

插曲”可以激起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6.2.1.2 创设情境，还原生活，激发兴趣 

众所周知，在全员使用中文的大环境中教授外语（特别是英语）是一件费力

又费时的事。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相应的学习环境、使用环境，外国人就指摘我

们是“哑巴英语”。同理，在现代汉语的大环境中讲文言文、古代文化常识也是一

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花了时间并一定能够学好。这都说明了情境对于学习的重要

性，心理学研究也表明：抽象事物形象化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学习。所以对于

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有必要创设相应的情境，紧密联系生活，以此来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通过情境的创造、与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来消除学生与古代文化常识

之间的时代隔阂感、畏难情绪。 

如李文炳老师①在教授《梳理探究——古代文化常识》一课时，首先就以同学

熟悉的校内孔子雕塑、牌楼式建筑“棂星门”导入课堂，由此通过对“棂星门”

（棂星：灵星，即文星）的探讨引出更多常识：“龙宿”的左角为窗棂型的天门，

故称其为棂星门。棂星门立在学校象征学校是教化、育英才之地。李老师通过从

学生熟知的校园的一个景观内容，引出学生并不了解的与此相关的文化内涵。李

老师通过联系学生实际生活、还原生活，从而激发了学生们学习相关知识的兴趣，

提高了学习效率，同时在学生面前打开了一扇文化之窗，让学生看到窗内无限的

风景，让学生受到了文化的熏陶。 

 

6.2.2 根据学习需要调整学生活动 

学情视角下的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要求教师不仅仅要关注自己的教学活动，

更要时刻紧盯学生的学习活动，并且依据学习活动的走势、情况及时调整学生的

学习活动，提高教学效果。他要求我们老师要摒弃以前由教学活动决定学习活动

的固话模式，营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环境。 

 

6.2.2.1 根据学生参与情况及时调整学生活动 

“‘心不在焉’时人们对所读信息的认知加工通常会在没有注意参与，甚至没

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②古代文化常识知识很多时候是散落在各篇文章中，同

时这些常识多为识记性的知识点，比较枯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心

                                                        
①
 李文炳.《梳理探究——古代文化常识》课例赏鉴[J].语文教学通讯：高中（A）,2015(7):151-156. 

② 吴国来；高原；周曼.阅读中的“心不在焉”：理论假设与影响因素[M].心理科学进展，2016（24）：19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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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焉的状况，没有注意参与、没有了思考，而且学生还不自知。所以课堂中涉

及相关的古代文化常识点时，我们应积极关注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调整学

生活动，据此来指导教学活动。如果长时间地讲解知识点引起了学生学习不适，

急需要及时调整学习活动，这时就需要用讨论、活动等方法代替讲解法。 

例如在古代问文化常识的教学中，根据学生课堂参与情况，不仅用讲解法厘

清相关知识点，同时也需要引论讨论、探讨的方式进行授课。这样不仅可以丰富

课堂教学的形式，更可以训练学生探究、思考的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课堂积极

性、活跃度。讨论可以从一个不经意的问题出发，层层推进教学。例如《鸿门宴》

一课中，我们的教学多集中于人物形象的分析，这个角度没错，但切入的角度比

较单一。我们可从另外的角度着手设计，比如：从《鸿门宴》中座次安排你看到

了什么？ 

 

6.2.2.2 根据学生学习需要适时拓展教学内容 

由于古代文化常识散落在课文中，又加上古代文化常识在文言文中的注释比

较简单，缺乏相应的背景介绍，所以我们在进行相关常识教学的时候，要根据学

生对于常识点的需求情况（也即学生的想知）适时补充内容，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拓展有时候不仅仅限于相关常识点，也可以是常识相关背景知识，其背后的文化

内涵。这些不仅延伸了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有利于学生感受文章隐藏的文化意

蕴。 

实习时听课，恰好遇到某老师正在讲授《鸿门宴》樊哙进帐一段，老师正在

认真地讲解“按剑而跽”①一句，此时班上一名平时从不发言的学生突然举手说：

“老师，解释与配图有点不一样”。老师马上停下自己的讲课，迟疑了一下，但老

师并没有批评学生打乱了自己的讲课节奏，而是让学生自己分析了原因。原来课

文配图中项羽的坐姿和今天一样，并不是古代的坐姿，所以图与解释不一样。老

师立即决定让该学生上讲台给大家演示一下古时候的坐姿。然后老师又趁热打铁

补充道：“本文中涉及到的坐姿变化（由坐到跽：臀部放脚跟到遇到突发状况身子

挺直），这个变化过程同《荆轲刺秦王》一文中的‘自引而起’②一句有相似之处。”

接下来老师具体讲解了古代的坐姿，并让学生课下去了解“为什么箕踞坐姿在古

代为不雅行为？” 

上述老师没有按部就班地讲授自己的备课内容，而是及时地抓住了学生的需

要拓展相关内容，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拓展了相关古代文化常识

内容，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① 课文中解释为：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要起身先得挺直上身。 
② 此句是省略了部分过程，理应为：秦王的坐式变为跽式，再由跽式变为立式，可以说这是一种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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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基于学生的学习结果拓展教学评价 

学习结果的高低才是一堂课成功与否的标志。一堂课下课并不代表学情流程

的结束，它代表新的流程又开始了。这时需要及时评价，同时及时根据学习结果

优化教学评价、调整教学计划。 

 

6.3.1 重视学生作业，拓展教学评价方式 

很多老师认为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只需要大量记忆相关知识点，所以学生作

业大多为背诵记忆内容。我们不反对记忆背诵，这是学习语文的必经之路，语文

需要相应的知识积累；但我们反对死记硬背、毫无意义的背诵。高中学生的背诵

应该是有目的、并且建立在理解意义上的行为。但仅仅有背诵还不够，前面谈到

的教学目标中还论证了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还需要达到理解、探究的目标，

我们需要拓展教学评价的方式。 

今年的修订的考纲：增加了古代文化常识的考查内容，古代文化常识也是自

课改以来正式进入考纲。目前，古代文化常识评价比较单一，在高考中只有选择

题一种，同时选择题涉及的基本是职官文化、古代皇家宗法制度、古代历史地理

文化中相关常识点。我们需要开发更多的古代文化常识测评工具、拓宽测评的知

识覆盖面。 

例如一位老师在讲解易水送别一段布置了这样的作业： 

①请根据文中的具体内容改编一个课本剧，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写话剧本并做简单排练。 

②查阅相关书籍，了解文中的“祖”的含义及古代祭祀文化常识，并可通过相关动作表

演形式呈现出来，具体的动作须有考究（依据）。 

③查阅相关书籍、了解本段中涉及到的古代乐律常识。以变徵为出发点去了解其余六音，

大致了解七音的声调形式等，并思考自理先用变徵之声，又转为羽声的意义何在？可以在剧

中配乐表现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的影响。 

这样的作业就具有了确定性，同时又同学生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了。操作性强，

学生有兴趣，它突破了单一选择题的评价。同时学习作业也应该纳入老师的教学

设计中，不应该成为一个独立、随意的行为。 

 

6.3.2 评估学习结果，促进学习经验转化 

高中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要更加重视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估，学习结果是检

验学生学习成效的重要途径。在学习科学研究者看来：学习结果的经验必须转化、

内生成为学生自身的经验，只有这样学习才会有实质的效果。这种转化其实就是

新的经验代替旧有的经验，不仅有量上的变化，更有质的超越。这种转化最好的

检测途径就是通过评估学习结果。如金荷华老师在一堂有关“称谓”文化的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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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布置了这样的作业： 

“名、字、号、谥号是我国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同学们想给自己起一个字或号吗?请根

据自己的积累，或翻阅词典选几个你喜欢的词，推敲含义，选定能表现你个性和精神追求的

字词，叙述选择的过程和原因。”
① 

金老师通过对相关古代文化常识的讲解后布置这样的作业，看似轻描淡写，

实质上内隐地要求了学生需要把课堂中学到的称谓文化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内化

为自身经验，这就实现了学习结果转化，教学也就不会浮于表面。 

特别应注意一点：虽然有了考纲的要求，老师也不能为知识而教知识，大量

灌输相关文化常识。在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中应立足教材，本着“随文积累”的

原则，以“常见”为标准，切不可盲目求量，甚至刻意搜罗繁难，造成学生的备

考负担。测评工具的开发也是要以大多数学生的需求为准绳，也不能只求新求异。 

                                                        
①
 金荷华.古代人名、字、号、谥号面面观--古代文化常识探究性学习活动设计[J].语文建

设,2005,(12);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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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任重道远的责任，古代文化的了解与

学习对于现今生活的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古代文化常识又是开启古代文化的

一片重要的钥匙。高中学生正经历着感性向理性思考过度的时期，对于文化的重

要意义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体验与思考。作为传承的新一代，他们还需要学习。

本文意图通过“学情视角”与“高中古代文文化常识”的联姻来化解一直以来古

代文化常说不受重视的尴尬僵局。但本研究由于自身水平、能力有限，没有提出

一个治本的教学框架出来。同时本研究由于参与调查的样本有限，所拟的三大点

策略只能为一部分老师提供相关的参考，不一定具有普世价值。高中古代文化常

识研究领域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今后实践工作中我将

继续我的研究，以期做的更好，研究结果可以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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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高中生学习情况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你好!这是一项关于高中生学习情况的调查，通过调查可以帮助我们和你自己了解你的文言文以及古代

文化常识的学习情况，并为积极促进你和你的同龄人的文言文学习、古代文化常识学习提供重要依据。因此，

你的参与对我们很重要。我们郑重承诺:我们会对你的回答严格保密，请你放心填写。在开始填写问卷前，

请你仔细阅读以一下说明: 

    (1)问卷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三种题型。单选题、判断题只有一个答案，注意不要多选；多选

题会特别说明。 

    (2)请在单选题和判断题的答案序号上打钩，将填空题的答案填写在相应的横线上。 

    (3)答案无对错之分，请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回答。 

    (4)请独立完成该问卷，不要与其他任何人商量。 

    谢谢你的合作与支持! 

第一部分 

性别_________高中_______年级 

1.你对文言文学习是否感兴趣? 

     A 感兴趣      B 一般     C 不感兴趣 

2.你觉得你目前使用的文言文学习方法是否有效? 

     A 是    B 否    C 不清楚 

3.在文言文课堂上，你们老师问的问题大部分是: 

      A 有固定答案的    B 没有固定答案，可以白由发挥的 

4.对一篇文言文的学习，你认为老师是否需要方方面面讲得很详细: 

      A 需要    B 不需要    C 不清楚 

5.你上文言文课作笔记吗? 

      A 每次都会    B 经常会    C 很少    D 从来不会 

6.你认为文言文课里存在“你懂了的内容老师反复讲，你不懂的内容老师偏偏不讲”的现象吗? 

      A 每节课都存在    B 经常存在    C 有时存在     D不存在 

7.你的文言文成绩在班级排名: 

      A 好    B 中    C 差 

8.你觉得上文言文课收获大吗? 

      A 很大   B 一般    C不大   D 很小 

9.除课本的文言文之外，你会经常阅读课外文言文方面的书吗? 

      A 经常    B 有时    C很少    D 从来不会 

10.你会在课外复习文言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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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经常会     B 只在老师规定的时间里复习      C只在考试时复习 

11.老师布置的文言文课外作业中哪一项最多: 

A 背诵     B 默写    C 课文后面的思考题     D 测试题 

12.假如读不懂文言文，你认为问题出在那里？ 

A.不懂词语  B.不懂语法  C.不懂文化常识 

第二部分 

1.你对文言文中古代文化常识学习感兴趣吗？ 

A.非常感兴趣 

B.兴趣一般，愿意学 

C.不感兴趣，勉强学 

D.完全没兴趣，不想学 

2.你知道高考全国卷专门设有文化常识题吗？ 

A.老师讲过  B.试卷上习题上遇到过  C.没听过  D.听人说过 E.自己专门了解过 

3.你认为文化常识对学习文言文的影响大吗？ 

A.很大   B.一般    C.很小 

4.你认为（①天文地理  ②历法乐律  ③典章制度  ④职官沿革  ⑤文化典籍  ⑥行政区划  ⑦宫室建筑  

⑧礼仪习俗  ⑨姓氏称谓  ⑩衣食住行）属于“古代文化常识”吗？  

A.全部属于  B.大部分属于  C.部分属于  D.都不属于 

5.平时你会怎么学习古代文化常识？ 

A.只在课本中学  B.看课外相关资料  C.向老师请教  D.不怎么学  

6.在预习课本中的文言文时，出现的古代文化常识点你会先去查资料了解吗？ 

A.不会  B.会  C.看情况 

7.就已经学习的文言文中，你认为那部分文化常识难以理解掌握？可举例说明 

答案：                                                               

                                                                    。 

8.在学习学习文言文时，遇到了难以理解的文化常识点，你会怎样？ 

A.向老师请教  B.问同学   C.查字典、资料  D.忽略不计 

9.你认为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方法是（   ）多选 

A.背相关的知识点  B.看课文注释  C.查相关资料  D.听老师讲解   

E.其他___________ 

10.下面是一些关于古代文化常识的说法，请判断是否正确。    

（     ）①【除夕】除夕的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迎新，

有旧岁到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   

（     ）②古人席地而坐，所以登堂必先脱屦。席长短不一，长的可坐数人，短的仅坐一人。席和筵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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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词，区别开来说，筵比席长些，是铺在地上垫席的；席是加在筵上供人坐用的。后来筵字用来表示宴饮的

陈设。陈子昂《春夜别友人》：“金樽对绮筵。”近代“筵席”成为一个词，用作酒馔的代称。   

（     ）③在称呼上，古人常常把几种特征杂在一起来称呼，如《游褒禅山记》“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

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前两人的称呼依次是用其籍贯、姓、名及字。    

（     ）④【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

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

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

士出身”的称号。“传胪”是对一、二、三甲第一名的统称。    

（     ）⑤古时官场座次尊卑有别，十分严格。官高为尊居上位，官低为卑处下位。古代建筑通常是堂室

结构，前堂后室。在堂上举行的礼节活动是南向为尊。皇帝聚会群臣，他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的。室东西

长而南北窄，因此室内从最尊到最卑的座次是坐西面东，坐北向南，坐南面北，坐东面西。 

11.平时你的老师讲古代文化常识吗？ 

A.从来不讲  B.偶尔提及  C.文言文中涉及到新知识点的都会讲 

12.平时你的老师怎么讲古代文化常识呢？ 

A.单独讲  B.结合课本来讲  C.不讲 

13.你希望老师该怎样教古代文化常识呢？ 

答：                                                                。 

14.你认为该怎样学习古代文化常识呢？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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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阳台外的樱桃花又开了，蓉城的樱桃花总比老家的来得早些，不知不觉间我

已在狮子山见证了三年的花开花落。三年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驻足师大的角落，

唯有阳台外的樱桃花与我走得近些。素来我就喜欢樱桃花，可以说樱桃花是我美

丽而羞涩的梦，是我情感的寄托，是我的向往。樱桃花不像樱花那样有名、妖艳

（各种花色），也不似李子树花那样散出微微刺鼻的味儿，更不死梨子树花那样有

着雪片大的花瓣，它有的只是一身白，没有花香只有静默，如用形容人的词那就

是踏实、朴素。樱桃花让我不断前行。 

三年前，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医学类院校毕业的本科生转变成如今语文教育

的入门者，如果说有所长进的话，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张伟老师。三年间，

张老师为了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初步入门的语文学科研究人，

从研一期间就安排了书单让我们仔细研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导师组的同门

一起讨论看书进度以及小论文的情况。也正是从老师所列的书单中我开始接触国

学、传统文化，也就有后来论文的写作方向。也是从这开始我才学会真正意义的

读书，以前读书都只是走马观花，没有停下来思考，书是看了，但留下给自己的

东西却甚少。本次论文的写作更是受到了张老师的悉心指导，每一稿都有老师多

处的批注，小到标点、大到论文框架老师都提出了修改建议。所以三年来，老师

的悉心指导和人格引领，不仅使我获得了学术研究上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让我学

会踏实做事、朴素做人的人生道理。在此我真诚地感谢张老师对于一个跨专业的

后进生的帮助指导，老师的声声叮嘱与指导就像樱桃花般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也会以老师为榜样，力求做一个合格的语文工作者。 

其次，我要感谢对我论文和学习有过帮助的学校的老师：余虹老师、张华老

师、许书明老师、李华平老师、胡斌老师，虽然你们并不一定知道我是谁，但是

我仍然要郑重的感谢你们平日对我的指导与启发，正因如此，我的论文才能更加

全面、更加丰满。同时也要感谢我专业组的同学们以及 321 的室友们，因为你们

的陪伴，让我在狮子山的岁月充满欢声笑语、不在孤单。同时也要谢谢学校图书

馆，大量藏书和知网的知识为我的论文增添了不少素材，提供了便利。更加要谢

谢我实习的学校，谢谢老师们能够给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让我真正从惧

怕讲课，到站上讲台从从容容，让我从幼稚一点点成长起来，为以后的教师工作

打下基础，为论文的写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还有，我想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给我提供给了一个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

境，让我能够更加高效的完成我的论文、学习等工作。 

最后要衷心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审阅本论文的老师们，文中不足之处，

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