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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美”。 这是进行文言文教学可以

利用的最大优势！文言文的语言不易读懂，

记录的大多是学生未知、远离现代的文明。

这样可能会出现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差异，

利用这样的差异， 引导学生探索， 激发兴

趣。给予学生更多探究学习的机会，让学生

独立理解文意，经历从“未知”———“知”的

过程， 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就感与语文学习

的自信。

———殷秀德 张 硕《文言文教学，要

看到今天，想到未来》

蒙养读物的语文价值在使用中是否能

得到应有的体现， 运用既定而单一的教材

对学力不足的学龄前儿童施行只读不解或

对学有余力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进行简单

重复诵读的授课模式是否合乎教育教学规

则或人全面发展的规律， 这些问题是所有

“读经”组织者和参与者，乃至所有教育工

作者都应该深思的问题。

———符书绅《蒙养读物的教学价值及

使用建议》

“秋雨”成了“闲人话凉”的背景板，人

景相融。都市闲人之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

方言特点的对话，这让故都在景致、风物之

美外，更增添了一份人情风味与地方特色，

从而营造出故都秋日里轻松、闲适的氛围。

———周亚骥《与经典对话，培养审美自觉》

从姓名这一视角解读《促织》文本可以

丰富《促织》蕴含的反讽艺术和普遍意义，

为老师讲解《促织》主题意蕴提供一个新的

切入口， 有助于学生从成名姓名与结局之

间的反讽深入理解《促织》 背后的时代道

理，增强师生对文本的理解力与互动性。

———张静《道是无常却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