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述初中文言文释词教学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8/2021_2022__E6_B5_85_E8

_BF_B0_E5_88_9D_E4_c64_98737.htm 初中文言文考查的重点

之一是根据具体语境释词，释词即将句中某个关键词解释成

现代汉语中的词语。这些词对理解句意至关重要，多为文言

中的常用词，故释词教学是初中文言文教学的重点。 我认为

初中文言文的释词教学更应引导学生给常用词分类，这样不

但能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和归纳能力，还能使学生感知汉

语言运用的规律，为高中阶段的规律性学习奠定基础。我在

释词教学中就致力于让学生由大量支离破碎的死记硬背提升

到认识汉语词语运用规律，并且能活用现代常用词，直至最

终完全脱离教师讲解独立阅读。 我让学生将文言词语归成四

种：单义词和多义词，通假字和古今异义词。 这里的“单义

词”，包括词典中的“单义词”，也包括字典中是多义项但

初中课文中反复出现在不同语境中却只有一种义项的情况，

如“尝”“辄”等作时间副词时。可引导学生将课文学过的

所有例句归纳后记住。 多义词指的是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

具有不同含义，这样的词多是至今仍然鲜活的词，是文言词

语教学和考查的重中之重，尤其应在初中花功夫梳理并牢固

掌握。我在教授多义词释义时，曾经尝试了以下几种方法。 

方法一：组词，给此单音节词组成现汉中常用的双音节词或

译成现代汉语中的说法，然后放入句中读一读，此意是否讲

得通。如“过”在现汉中有“经/路过”“超过” “过错/失

”等，在 “三过家门而不入”“过犹不及”“人谁无过”中

分别组词， 均符合句义，但“过错/失”义放入“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就说不通，“过错/失”是名词，此处意为“有

过错/失并且能够及时改正是非常好的”，需要动词，故须运

用第二种方法。 方法二：词类活用。释义放入句中不通顺，

要变通才能符合现汉的表达习惯。如“其岸势犬牙差互”的

“犬牙” 释为“狗的牙齿”，句意为“那溪流两岸的地势狗

的牙齿互相交错”，不通！进而猜想可能是说“那溪流两岸

的地势像狗的牙齿那样互相交错”，以此来形容那里的地势

比较复杂。这就是文言中经常使用的“词类活用”，绕开这

个常用规律不讲，中考又要考，光叫学生死记肯定不行。 方

法三：总结多义项并辨析。如，“许”在文言中乃常用多义

词，“谭中鱼可百许头”“高可二黍许”中均为“表约数”

，即可推知在数量词后“许”表约数；“大铁椎，不知何许

人也。”中“许”表处所，“何许”经常连用，而“几许”

连用，因“几”是数词，“几许”之“许”只能表约数；“

安陵君其许寡人”“遂许先帝以驱驰”二句中因后面均有名

词做“许”的宾语，“许”作动词“答应”解，而后者诸葛

亮被刘备三顾茅庐为诚意所动而出山，故“答应”中有着“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郑重，译为“许诺”更恰当，2004年

上海毕业考“遂许先帝以驱驰”之“许”的标准答案是“答

应”和“同意”，我认为此处“同意”极不恰当，写《出师

表》时诸葛亮已做了蜀汉之相，且刘备已逝，诸葛亮尊称其

为“先帝”，前文历陈自己对先帝的感恩之情，目的在于向

后主表明自己对蜀汉的忠心，此处如果译为“我于是同意了

先帝为他奔走效劳”，这是否符合诸葛亮此时的身份和说话

的环境？；“杂然相许”之“许”译为“答应”就不如“同

意”恰当，因愚公一心要移山，需得到家人首肯和支持，“



杂然”表明发表言论的家人多而踊跃，若在“同意”与“赞

同”“赞许”之间选，我认为后者更能准确地表达当时的气

氛和心情。怎样辨析在不同语境中恰当选择多义项是教学难

点。 辨析近义词须对原文深入理解，这和简单记忆课下注释

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我坚信方法三才是我们语文教师应该

花大力气的地方，也是学生应该具备的重要能力之一，这能

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汉语言优越性之一即“灵活”

。近年来增加课外文言文的用意恐怕也在此。只不过初中和

高中对“灵活”释词的能力要求应有区别，初中可规定必须

掌握的常用词，高中再扩大常用词量。目前没有考纲，教师

也可根据经验指导学生归纳。 通假字，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借音同音近或形似的字代替本字的用字方式，中学课文

出现的通假字，课下均有注释，且古人使用通假字相对固定

，故掌握了课文中的通假字，一般文言中的通假字均迎刃而

解。 中学的通假字大致有三种情形：一、通假的频率较高的

字，如“说”同“悦”先秦典籍常用，后世亦习用；二、不

常见，课外文言尤少见。如“便要还家”之“要”同“邀”

；三、像“小惠未，民弗从也。”之“”同“遍”，“入则

无法家拂士”之“拂”同“弼”则属个别文章中出现的通假

字。 古文默写要求学生尊重古人的思维习惯和书写习惯照原

文默写，但按照现汉较成熟的词语标准衡量，通假字即错别

字。初中正是打基础的阶段，学生正确书写现汉词语的能力

较差，强化通假字极易混淆初中生的思维习惯和书写习惯。

因此我认为初中学生了解古汉语发展过程中曾存在通假现象

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作为考点，即使考也只可考查最常见

的几个。熟练掌握通假字则放到高中文言词语的教学目标中



。遗憾的是目前上海市初中语文学科的考纲还没有对文言文

词语教学要掌握哪些词语或哪些词类有很明确的规定。 古今

异义词有三类：一、貌似一个词实则两个词，这是因为古代

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此点须让

学生了解。如，“妻子”即“妻子和儿女”，“无论”即“

不要说”；二、古代汉语中的特殊称谓，不拆开解释；如“

牺牲”专指祭祀之猪牛羊，别于今义；“白丁”指无功名之

人，代指平民。三、转义，如古指眼泪的“涕”现指鼻涕，

“走”古义为“跑”等。初中学习古今异义词的意义在于了

解汉语演变规律，不一定熟记，高中都可不列为考查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初中语文卷中凡考查课内文言释义，

不标明出处。若说考学生对课文的熟悉程度，但默写题已经

考查了，释词还有没有必要进一步考查？何况有些课文不要

求背诵，如“明烛天南”之“烛”，“不能名其一处”之“

名”，“王即购之千金”之“购”，分别出自清代姚鼐《登

泰山记》、清代林嗣环《口技》和晋代干宝辑录的《搜神记

》，均不背诵，且此处释义均非现汉中的常用义，或是词类

活用，或是词义引申。学生若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又无上

下句判断语境，准确释义很难。这有违学古代汉语“积累词

语，活学活用”的目的。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使“言文合一”

，是语言发展的一大进步，学习文言文就在于将古汉语和现

代汉语打通，背诵名篇是必要的，但词语教学一定给学生方

法，教学生去总结认识一些古汉语规律，现在最起码的一步

是文言文教学大纲的细致化，避免教师“大海捞针”的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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