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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文史整合的桥梁，
促进课内文言文“体会式”学习

上海市文来中学（初中部）  邱雯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学阶段，在平时的常规教学中，笔者经

常感受到学生对于有些文言文的学习，更偏向于

教师“教会”，即学生仅仅借助课下注释和老师的

讲解，并辅助一些教学参考读物，来理解文章的

大意、人物形象、作者情感以及主旨，缺乏自身“体

会”。笔者发现这些需要“教会式”的文言文大多

与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相关。中学语文教材

中课内文言文的选编，汇集了中华文明文学宝库

中的精粹，且历史年代跨度很大。因此对这些文

言文产生理解障碍的原因，在于教学过程中缺乏

相关的历史知识、历史情境，学生难以读懂文本中

的言外之意。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是不分家

的。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史记》就是文史整合

的经典，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同时早在战国时期就由孟子提出“知人论

世”，即论述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应把握作者本

人思想、生平经历、时代背景等的问题，从而理解

这些作品的核心价值。因此在课内文言文的教学

中搭建文史整合的桥梁，促进学生“体会式”学习

文言文，是极有必要的，并具有操作性。

二、搭建文史整合的桥梁, 
激发学生内在“体会”

接下来，我们以《曹刿论战》为例，探索搭建

文史整合的桥梁，从而将“教会式”学习转化为

“体会式”学习。

《曹刿论战》是《义务教育（五四学制）语文

教科书》九年级下册中的一篇课文，出自春秋时

期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全文以齐鲁长勺之战为

线索，叙述了鲁庄公采纳了平民曹刿的真知灼见

并允许他战时随从指挥，曹刿在战斗中善于把握

战机，最终使得弱鲁战胜强齐的史实。曹刿不仅

具有军事才华，他的战略思想也极为先进，与儒

家思想如出一辙。战前献策时，他认为可以一战

的条件是“忠之属也”，大意为鲁庄公合理裁决案

件，这是尽本职一类的事情，就能取信于民。曹刿

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与战

国时期孟子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不谋而合。

在备课时笔者预估学生认同曹刿是春秋时

期军事理论家中的杰出代表，是水到渠成的结

果。而在教学的具体过程中，学生却提出了这样

两个问题：

1.曹刿是一介平民，他的军事才能是从哪里

来的？

2.鲁庄公贵为一国之君，还需要每天裁决案

件吗？

笔者无法即刻回答学生的问题。教师即使

已经对这篇文本烂熟于心，学生却依旧产生了理

解障碍。此时曹刿的形象似乎成了一纸空符，如

果不具备一些历史知识，不深入地解读文本，对

看似相悖的地方就此忽略，那么“卓越的军事才

华”、“先进的战略思想”等形象特征只能沦为灌

输的概念，学生的习得实际是老师“教会”的结

果。

笔者和学生们共同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

之后，首先惊讶地发现，曹刿卓越的军事才能

可能就是自学成才的结果，更有可能是“纸上

谈兵”的结果。因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并无专

门之“将”，而是由各诸侯国的“卿”在战时临时

“将”兵。所以并非“肉食者”只是平民的曹刿，是

没有机会在实战中积累经验的。学生由衷地赞叹

曹刿，仅从理论学习中就能找到致胜关键并如此

从容地指挥战斗，首战大捷，可以说曹刿是一个军

事天才。在了解了春秋时期的军事背景后，学生们

初步认同了曹刿的军事才华，这是借助历史知识

进行文史整合，搭建了学生理解文本的桥梁。

至于鲁庄公断案，说起来就复杂些。如果不

借助历史知识，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鲁庄公能合

理裁决案件就是做到了取信于民，更无法理解

平民曹刿把“取信于民”作为作战根本条件的先

进性。根据春秋鲁国官制，鲁国宫室的外朝官以

“三公”为尊，分别是“司徒、司马、司空”。司徒治

民，“司徒”治民事，掌户籍；司马治军，马在车战时

代起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以“马”命官，掌管军事的

官就称司马。司空管土地，主要职责是测量土地

的远近、辨别土地的好坏，以便授于民众耕种，并

编定赋税的征收数额。三公以下，“司寇”次之。司

寇，掌管刑狱诉讼，治寇盗。由此看来，处理诉讼

案件的工作应该是司寇来处理，可能并非一国之

君的鲁庄公，但他却提出了“必以情”的法制观

念，恰恰见证了春秋时期法制观念的进步。

春秋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

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原本西周时期盛行“以礼

治国”，简单的说就是维护宗法家长制的君主统

治，赋予当时贵贱等差的各阶层人群以不同的行

为规范，且作为司法理案的主要依据。此一历史

背景的重点是针对阶层贵贱不同，司法理案的

依据也不同。因此春秋时期贵为一国之君的鲁庄

公提出裁决案情要根据实情，俨然就是“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先驱者，预示着春秋时期将逐步

以法令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劝之以赏赐，纠之

以刑罚”，以公开的法律作为赏功罚过的标准。平

民曹刿认为获得民心所向，是长勺之战的取胜

关键。正因鲁庄公以实情处理诉讼案件，依法治

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百姓的利益，所以得到百

姓的信任。学生通过文史整合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在春秋时期的价值观影响下，曹刿的战略

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

性。

学生在查阅历史资料，掌握相关历史知识

后，能更深入地理解《曹刿论战》的文义，并在学

习的过程中自主得出了真切的体会，由此可见在

课内文言文的教学中搭建文史整合的桥梁，能促

进学生“体会式”学习文言文。

三、“体会式”学习，
是对语文教学核心素养的落实

在课内文言文教学中，适当整合历史知识，就

能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把握时代背景以及作

者生平经历、本人思想等等，能促进学生“体会

式”学习文言文，获得更高的学习收益。事实上，中

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

养分，这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是极其重要

的，因为在此过程中也落实了语文学科“文化的理

解和传承”的核心素养。

搭建文史整合的桥梁，“体会式”学习文

言文首先有助于学生真正读懂文本，从而走

近文言文作品的核心价值。中学语文教材中的

文言文作品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理想、坚强的意

志、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真善美的心灵，无不对

学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学生热爱中

华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体会式”学

习优秀的文言文篇目，不仅有利于学生习得语

文学科的知识，更是有助于学生理解和传承我

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的

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