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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的最大特点，是

以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双线结构教材，其中隐含的教

学价值指向是要整合单元学习目标、内容、任务等，进

行大单元教学。在单元“学材”的组合中，统编教材的

一个创新之处就是打破纯粹一文一课的编排模式，选择

两篇或三篇文章组成一课，即一课多文，这就意味着要

进行群文阅读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篇教学的固有格

式。比如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一单元共有 3

课，其中第 1 课就有三篇文章，这就要求必须将其作为

一个整体来教学。第 2 课为《烛之武退秦师》，第 3 课

为《鸿门宴》，作为 1 篇 1 课的文章，按照大单元教学

的理念，要将其放在一起进行整合式教学。

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大单元整合式教

学的难度太大，对教与学双方的要求都很高，所以一

般教师和学生还难以适应。这些现实的学情也决定了

日常教学中大单元教学难以一蹴而就，需要逐步实施。

而以单篇为核心、聚合多文本进行群文阅读，似乎是

架设在单篇教学和大单元教学间的一座桥梁，在实现

单篇教学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也是逐步进行整合式教

学的一个有益尝试。

一、史传文教学价值的确定

不可否认，语文学科教学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

因，即教学内容选择的随意性。一篇文章教什么、学

什么都是模糊的，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在新课标和新

教材的背景下，学习任务群成为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

势必也是教学内容选择的重要依据。可以想见的是，

语文教学内容的随意性将逐渐较少，教学内容的科学

性和教学目标的精准性将大为提升。

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下第一单元的人文主题是

“中华文明之光”，学习任务群是“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史传文的学习，要培养学生怎样的语文素养呢？“单

元导语”中这样表述 ：“阅读史传文，要关注文章叙

事曲折有序、写人生动传神的特点，尝试理性评价历

史叙述中体现的思想观念，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这个表述其实就给教师指明了

史传文的教学内容 ：一是关注叙事的特点，如波澜起

伏，二是写人的特色，如简笔与繁笔 ；三是评价史传

文所体现的作者的观点态度 ；四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

的角度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从看似定论

的评价中读出新见。

以此凝练《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的核心教学内容，

笔者认为可以作如下细化 ：一是进行理解性阅读，读

懂烛之武的言说智慧 ；二是进行比较阅读，理解“这

一篇”的特点 ；三是思辨性阅读，提升思维水平。对

学科素养视域下的单篇文本教学探索

—— 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

  童志国

摘  要  在新课标和新教材全面落地的现实背景中，整合单元单篇课文进行大单元教学，

是语文教学的终极追求，但大单元教学与单篇教学并不矛盾。相反地，在单篇教学中若能以

单篇文本为核心，聚合与之相关的篇目进行群文阅读，事实上也能实现单篇文本教学价值的

最大化。囿于师生等方面的学情因素，以单篇文本为核心、聚合多文本的教学，很可能是今

后日常教学中的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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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的一些断点及疑点，指导学生进行开展思辨性

阅读，比如如何评价晋侯的言行？烛之武说辞是否有

漏洞？

当然，有一点必须指出，史传文同时还是文言文，

有必要指导学生对特殊的文言现象进行必要的梳理和

归纳，从而有意识地积累文言字词和语法，养成良好

的文言语感，逐步实现克服学生怕学文言文的心理，

最终实现爱学、学好文言文的美好愿景。

二、具体教学实践

1. 文言字词梳理

如前所述，史传文对学生来说，首先是文言文，

所以对这篇文章中重要的文言字词和语法现象还是要

指导学生进行梳理。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

文言文学得扎实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善于归纳

和整理文言现象，对重点的字词和特殊的句式能做到

如数家珍 ；反之，惧怕文言文的学生对文言现象则是

一头雾水。

巧合的是，对文言字词和语法的知识的学习方法，

统编版《语文》下册第一单元的“单元学习任务”中，

有明确的要求，并给出了诸如用卡片积累一词多义的

文言实词的方法。笔者认为，在教学中这种卡片法值

得推广。它可以有效地将分散于不同文言文中义项不

同的实词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网络，沟通义项之间的

关联，便于学生记忆与灵活运用。我们以文言虚词“之”

为例，指导学生整理成一个卡片。

文言实词中，词类活用也是学生的一个难点。笔

者以两篇史传文中的名词活用为例，具体指导学生运

用语法区分名词作状语和名词活用为动词两种活用现

象。例句：（1）吾得兄事之。（2）范增数目项王。（3）（项

伯）常身翼蔽沛公。通过语法分析法，学生不难发现（1）

（3）两句中分别有“事”和“蔽”作谓语动词，所以

其前面的名词“兄”和“翼”就充当了状语成分，翻

译为“像对待兄长一样”和“像鸟的翅膀一样”。（2）

句没有谓语动词，所以名词“目”临时充当了动词，

可译为“使眼色”，其前面的“数”为频度副词，意

为“屡次，多次”。当然，有善于思考的学生提出异

议，认为“翼蔽”为一个词，就是“遮蔽”的意思。

但从构词的角度来说，“翼”显然是修饰“蔽”的，

可以理解成状中结构，故仍然是名词作状语。最后，

我们尝试得出结论 ：文言句中如果没有动词，名词

一般活用为动词作谓语 ；如果句中有动词，紧接其

前的名词往往作状语。

文言句式一直是学生学习文言文时的难点，究其

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学生对现代汉语的句法不了

解，对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及其词性构成不熟悉，而

这又与新课改淡化语法教学的理念相关。事实上，语

文学习不可回避必要的语法学习，只有在弄清语法的

情况下，我们才可能更好地掌握语言运用的规律，更

加纯熟地运用语言。不过，包含语法在内的语文知识

的教学，我们还是要遵循“精要、好懂、有用”的六

字原则，以学定教，随文教学。

在教学中，笔者给学生提供学习支架，即一个句

子含有六大成分的正常格式 ：（定语）主语 +[ 状语 ]

谓语〈补语〉+（定语）宾语。以此格式反观常见的

文言倒装句，学生的难点似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以文言文中常见的宾语前置句来说，首先要指导

学生弄明白什么是宾语，其次要弄清楚为何要前置，

最后要了解宾语前置的类型及句式特点。我们以第一

单元中出现的宾语前置句为例，也要求学生制作一个

卡片。

表 1：

一词多义

文言虚词卡片 虚词 之

义项①及例句（  ）（a）臣之壮也，犹不如人。（b）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补
充例句：

义项②及例句（  ） （a）微夫人之力不及此。（b）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补充例句：

义项③及例句（  ）（a）夫晋，何厌之有？（b）孔子云：何陋之有？补充例句：

义项④及例句（  ）（a）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b）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

义项⑤及例句（  ）（a）……许之。（b）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补充例句：

义项⑥及例句（  ）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义项⑦及例句（  ）（a）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b）之二虫又何知？
（c）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

义项⑧及例句（  ）（a）项伯夜驰之沛公军。（b）送孟浩然之广陵。补充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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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性文本解读

从理论上说，每一单元的人文主题不失为每一课

的现成议题，但从语文学科的本质特征来看，人文主

题难免失之空泛。鉴于此，笔者多次进行文本细读，

最终从《烛之武退秦师》中提炼出两个关键词 ：危机

与生机。由此聚焦一个主问题 ：如何在危机中找寻生

机？并细化为一个具体的问题 ：郑国何以能化险为

夷？以问题链来推动学生的思维进阶。

《烛之武退秦师》全文围绕“退”字，将故事演

绎得一波三折。文章第一自然段言简义丰，韵味无穷。

首先，晋秦两国围攻郑国的两个原因与晋国有直接关

系，与秦国没有丝毫关系，这说明秦国作为盟友的身

份出现，是为利而来。其次，两个围攻郑国的理由，

均与“礼”有关，是郑国的无礼以及背信弃义。但这

都牵涉晋国的私利，并非关乎天下之大义。为一己之

私利兴师问罪于郑国，明显违背“礼乐、征伐自诸侯

出”的周礼。再次，两国军队联军而来，却分开驻军，

说明彼此心怀鬼胎 ；但这无形中为烛之武游说秦伯创

造了条件。最后，细品“晋侯、秦伯围郑”中的“围”

字，郑国的紧张形势、危在旦夕的窘境不言而喻。

第二自然段中，我们要重点指导学生品读佚之狐

和烛之武的语言。在郑国危如累卵的情况下，佚之狐

向郑伯推荐了烛之武，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佚之狐慧

眼识才、知人善荐，但只有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烛

之武才被人荐举，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烛之武的

悲剧人生。在品读佚之狐的语言时，我们可以让学生

做减法比较，即去掉其言说中的语气词、连词和副词，

将“国危，使烛之武见秦军，师退”与原文作一番比

较，不难发现，原文更能体现佚之狐的形象。“国危

矣”除了表达国家处于险境的事实外，更有一层感叹

的意味，体现出一位老臣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心。“若”

为假设语气，其实包含着正反两层意思，假如派遣烛

之武去见秦军，郑国会如何 ；还有假如不派遣烛之武

见秦军，郑国会怎样。“必”意为“一定”，用来表达

一种肯定的意味。佚之狐为何敢说得如此肯定？除了

自信眼力不会看错人之外，更有他相信烛之武的胸怀、

胆识和能力。另外，为何是“见秦君”？按理说晋军

主导围攻郑国，应该是让烛之武去游说晋侯啊？由此

可见，佚之狐对秦晋利害关系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以

及对时局精准的预判。与此同时，诵读的时候，“矣”

字读音稍微拉长，以体现出感叹的情味 ；“若”“必”

重音朗读，传达出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

同样的道理，我们仍然做减法来体味烛之武推辞

中所饱含的情感。若将烛之武推辞话语中的虚词去掉，

变成“臣壮不如人，今老无能为”，与原文进行对读，

学生不难发现原句语气较为舒缓，改句语气生硬，不

给人回旋的余地。副词“犹”则体现出不满、抱怨的

语气，“也”“矣”“也已”则含有一种无奈、自嘲的意味。

老臣烛之武临危受命，夜见秦伯，游说秦伯。说

什么和怎么说，无疑是烛之武首先要考虑的，这也是

能否顺利完成使命的关键。说什么是内容，在秦国想

乘机捞一把的情况下，只能说秦伯感兴趣的话题，否

则不仅会被拒之千里，甚至性命不保。怎么说是言说

的技巧，更是心理战，要能直击秦伯的痛点，使其认

识到亡郑是弊大于利，从而做出撤军的举动。

烛之武劝说秦伯的内容，只有短短的 125 字，却

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更是他言说智慧的突出体

现。烛之武的说辞，大致可以分为四层 ：一是亡郑无

益，邻厚君薄 ；二是存郑无害，供其乏困 ；三是惠公

食言，言而无信 ；四是推想未来，阙秦利晋。其背后

烛之武的心理战术分别为：第一，主动示弱，打消戒备。

具体表现为，原本是晋秦围郑，烛之武却说成秦晋围

表 2：

文言句式卡片 —— 宾语前置句

宾语前置类型①及例句 借助“之”帮助宾语前置。 （  ）（a）夫晋，何厌之有？（b）孔子云：何陋之有？（c）
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d）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补充例句：

宾语前置类型②及例句 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
宾语前置。

（  ）（a）沛公安在？（b）而今安在哉？（c）微斯人，
吾谁与归？（d）大王何来操？补充例句：

宾语前置类型③及例句 否定句中，疑问带刺作宾语，
宾语前置。

（  ）（a）不吾知也。（b）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补充例句：

宾语前置类型④及例句 借助“是”帮助宾语前置。 （   ）（a）唯利是图。（b）惟命是从。（c）唯马首是瞻。
补充例句：

宾语前置类型⑤及例句 借助“自”帮助宾语前置。 （a）僵卧孤村不自哀。（b）忌不自信。（c）自尊、自爱、
自重。补充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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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抬高对方。一个“既”字显示出郑国对事实——

秦晋围郑，郑必亡国——的认可，使秦伯放松警惕。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亡郑于君无益，所以我要来麻烦您。同时，烛之武替

秦伯作了一个预期，亡郑之后，秦国对郑国的管理难

度巨大，因为要越过晋国进行跨国管理。所以，亡郑

的结果只会是增加邻国（晋国）的土地，那么您的力

量就薄弱了。眼睁睁地看着晋国做大做强，非秦伯所

愿。第二，许以好处，诱之以利。既然亡郑对秦无益，

是否可以考虑存郑呢？因为存郑对秦无害，在无益与

无害之间，秦伯会慎重考虑的。第三，有意抹黑，离

间同盟。烛之武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指出秦国盟友的

劣迹。其逻辑思路是晋惠公出尔反尔，言而不信，晋

国的国君都是不可靠的，言中之意晋侯也是无信之人，

这次许诺您的利益可能要落空。这是在“善意”提醒

秦伯要看清盟友的真正面目。第四，危言耸听，促其

警醒。烛之武的杀手锏在于，他凭空给了秦伯一个推

断 ：侵占了郑国之后，贪得无厌的晋国必将向西扩张

领土，侵犯秦国的利益。这不由得不促使秦伯思考 ：

亡郑之后，实力大增的晋国极有可能打秦国的主意。

那样的话，就触及了秦国的底线。这使得秦伯要认真

思索此次攻郑的实际收益，如果没有得到实际好处，

而且还做大做强了盟友，并且最终会危及自身的利益，

这绝非秦伯想要的结果，那么亡郑无疑是下下策。秦

伯在综合考量利害得失的情况下，最终接受了烛之武

的建议——存郑。

3. 鉴赏性文本解读

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 ：“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

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

鉴赏性文本阅读的立足点虽然是文本本身，但仅仅就

文本来解读文本，其中的奥妙很可能难以被发现，如

果能引入与文本相关的篇章来进行互文、群文阅读，

“这一篇”的秘妙会在比较中被凸显、放大，乃至被

学习者认可和领悟。

晋秦围郑的故事发生在鲁僖公三十年 ( 公元前

630 年 )。对于这一史实，就笔者搜集到的记载来看，

主要有三 ：《春秋》中的记载，《史记·郑世家》中的

记载，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中的记载。在教学中，

我们将这四篇文章放在一起，进行群文阅读。

（1）《春秋·鲁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晋人、

秦人围郑。”

（2）《史记·郑世家》：“四十一年，助楚击晋。

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

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

礼也。……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

乃罢去。”

（3）《东周列国志》：“时周襄王十二年，晋兵已

休息岁余，文公一日坐朝，谓群臣曰 ：‘郑人不礼之

仇未报，今又背晋款楚，吾欲合诸侯问罪何如？’……

不一日，公子兰取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叔詹同

石申父、侯宣多等，即以世子之礼相见，然后跟随入城。

郑伯立公子兰为世子，晋师方退。”

在比较阅读中，我们首先将《春秋》《史记》中

的记载与《烛之武退秦师》作了对比阅读，学生不难

发现《春秋》记事极为简练的特点，晋秦围攻的大事

仅仅用了十个字就概括了。《春秋》记事虽简，但几

乎每一个字暗含褒贬之意，故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或“微言大义”。为何不称“晋侯”“秦伯”，而称之为“晋

人”“秦人”？其中显然包含了作者的态度。另外一

个“围”字，形象地点出了郑国作为一个小国的艰难

生存状态。《史记·郑世家》中的记载与《烛之武退秦师》

相比，其相同之处表现在晋秦围郑的原因和最终的结

果。但更多的是不同 ：第一，侧重点不同，《烛之武

退秦师》重点在记言，即烛之武说退秦君的言辞。叙

事上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史记·郑世家》则以时

间为序，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晋秦郑三国错综复杂的利

害关系。第二，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同。在《烛之武退

秦师》中，晋侯有礼有节，是个胸襟开阔的君主 ；而

在《史记·郑世家》却是挟私报复、不依不饶、狡猾

奸诈的君王。第三，《烛之武退秦师》着力于细节，《史

记·郑世家》中连烛之武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只是以

“人”来替代，着眼于宏观事件的整体性。第四，晋

秦郑三国在此次博弈中，最终的收获不同。《烛之武

退秦师》中秦郑看似是赢家，晋国是白忙活一场 ；《史

记·郑世家》中则截然相反，晋国送子兰回郑国，并

确立了子兰太子之位，事实上间接地操控了郑国，是

真正意义上的大赢家。《东周列国志》中记载的内容

与《史记·郑世家》大致相同，只不过它更加详细，

添加了很多《烛之武退秦师》中没有的细节，如烛之

武是如何见到秦伯的，在游说秦伯的过程中，秦伯与

烛之武之间有对话等等，人物描写也更加生动，这与

文体“志”密不可分。

在指导学生进行比较阅读后，我们可以要求学生

将思考和讨论的成果，以表格的形式加以固化，具体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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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篇目 体裁 叙事特点 刻画人物特点 褒贬人物态度

《春秋》

《左传》

《史记》

《东周列
国志》

4. 思辨性文本解读

在理解性阅读和鉴赏性阅读的基础上，我们还有

必要将学生的思维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指导学生进

行思辨性阅读。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整理出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给文章标题“烛之武退秦师”中“退”字

前加一个修饰语，请问你想加哪个字？并解释理由。

第二，烛之武的说辞有没有漏洞？请指出并尝试分析。

第三，晋文公认为攻打秦国“不知”“不仁”“不武”

而被古人赞为“有礼”，请结合文章中晋文公和秦伯

的行为，谈谈你对“礼”的理解。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在讨论中，学生先是添加

“说”“劝”“智”“礼”等字眼，但随着对话的深入，

尤其是给学生提供了吕祖谦的《东莱〈左传〉博议》后，

学生最终都认为添加“利”字最为恰切。文章烛之武

的言辞漏洞主要有两处，一是往事重提时用“晋君”

替换了“晋惠公”，从逻辑角度来看，属于偷换概念，

扩大了范围。如果烛之武表达成“且君尝试为惠公赐

矣”，不难想象，秦伯会反对并加以反驳的，烛之武

离间秦晋的目的就难以达成。二是在推测未来中，烛

之武没有任何依据的断定，亡郑之后晋国一定向西扩

张土地，从而损害秦国的利益。在逻辑思维中，论据

缺乏，断然地得出结论，这是无效推理。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联系第一篇课文《齐

桓晋文之事》，启发学生思考。齐宣王为何向孟子打

听晋文公的故事？原来他想行霸道，而非行王道。以

此反观《烛之武退秦师》中出现的“礼”，不难发现，

在“春秋无义战”的大背景下，晋文公所说的“礼”

已经与儒家所说的“礼”大相径庭了。孔子云 ：“天

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公元前 630 年，周

天子还是天下共主，郑晋两国同为姬姓诸侯国，晋文

公为了一己之私利就悍然发动对郑国的战争，虽然晋

文公口口声声讲“礼”，但在实践中“礼”已经成为

诸侯逐鹿中原、侵略他国的借口。孔子“晋文公谲而

不正”的评价可谓中肯。而文中秦伯撇开晋国，私自

与郑国结盟，于晋而言是为“无礼”，于己来说毫无

不妥，因为在秦伯的眼里国家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没

有永恒的盟友，至于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可能是对秦

伯行为的最好概括。

最后，我们采用了读写结合的方式，将学习成果

固化。具体开展了两项学习活动 ：一是请在烛之武、

佚之狐、秦伯、晋侯、郑伯中任选一人或两人，拟写

一副对联，表达你对文中人物的理解。二是请给烛之

武、佚之狐各拟写一段 100 字左右的颁奖词，表达你

对这两个人物的评价。读写结合的方式在写作中将学

生的思维成果凝固，同时在写中也会促进读的深入化

和专业化。

综上所述，在新课标、新教材全面落地的教学现

实中，大单元整合式教学是趋势，但也并不排斥单篇

教学模式 ；只不过在单篇教学中，我们也要有整合教

学的思维和尝试，整合与文本相关的资源，进行群文

比较教学，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单篇文本教学价值的

最大化。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指向培养高

阶思维的高中语文读写融合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JK21026）暨安徽省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信息技

术环境下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AH2021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通联：安徽铜陵市第十八中学 ]

教语文，要学会设计“策略”。“策略”是实现“价值”的重要手段。教语文，灌输是行不通的，对学生学

习过程、学习方式的巧妙规划，能使学生在学的过程中获得更佳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关键能力的形成。对传

统教学方式的改革，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需要一线教师在不断的自我修正中重建课堂，这是个漫长且

坎坷的过程。实施“策略”的对象 —— 学生，以及教学“策略”实施的情境，都各不相同，所以，“策略”的

复制也并不容易实现。这就使得一线教师的实践摸索显得尤为重要。本书呈现了不少课例，教师们不断审视课

堂，自我反思，优化策略，以期实现语文学科的有效学习。

—— 殷秀德，《中国教育报》2022 年 07 月 13 日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