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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郑州外国语学校将迎来三十华诞。 回顾郑外三十年不平凡的

发展历程以继往开来，郑外编辑了“郑州外国语学校文库”系列丛书，并邀我作

序，我欣然应允。

郑外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奇迹，又是一个励精图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传奇。

短短三十年时间，郑外实现了从小而精到大而稳、大而强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教

育部首批确定的全国十三所具有保送生资格的外国语学校之一、全国外国语学

校工作研究会理事学校、河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成为河南省基础教育的一张名

片、最优秀学生向往的学校。

从外语见长到文理并重、全面发展，从学生科学素养与理性思维能力培养到

“中西文化融合、智慧人格并重，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兼备的高素质预备人才”培

养，正是这种大视野、大文化的新型教育，激励着郑外的师生积极向上，步步攀

升。 郑外的学生以他们的自信进取、基础宽厚、思维灵活、特长突出和富有领袖

气质，受到国内外各著名大学的青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我从 １９９０ 年大学毕业后，就到郑外从教，前后算来我在郑外工作、生活了十

六年有余。 郑外就像是我的家一样，我熟悉校园的每个角落，熟悉学校每一位任

课教师，熟悉许多活跃在校园里的可爱的学生……我对郑外的感情无法用语言

表达，我只能说，郑外，永远在我心底！

我认为郑外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弥漫在郑外的一种氛围，流淌在郑外人血

脉中的一种精神。 其实，学校存在着一个场，存在着一种氛围，这个场和这个氛

围虽然是无形的，但它时时倡导着一种向上向善追求卓越的精神，引导着务实创

新理性挚爱的言行。 这就是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的核心是对办学方向、培养目

标、教师追求的认同，是对一种潜在而明晰的判定标准，即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只有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从思想到行为、从理念到方法都和学校的办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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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共振共鸣，学校各阶段的培养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培养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

兼备人才的目标才能得以实施。

在郑外三十年校庆之际，学校编辑了这套丛书，收集了教师论文、优秀教学

设计、初高中衔接校本教材、校刊《晨溪》精选等内容，它们从各个侧面记录着教

师的深刻思考、教师的教育智慧、学生的成长感悟，它们既真实地记录着在这里

工作、学习的师生的心路历程，更是对郑外文化的诠释。 读之亲切，读后余味深

长。 我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期待着郑外的明天越来越好！

郑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毛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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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古诗文的识记

叶连仲

【摘要】　 本文针对高中古诗文教学，尤其是古诗文背诵教学做了分析综

合；对高中教材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 根据高中课本古诗文的规律和特

点，找出高中古诗文识记的几点有效方法，以便帮助学生快速记忆佳句名

句，提高中学古诗文的教学效率。

【关键词】　 情境交融　 内涵丰赡　 惊警感人　 形象生动

中学阶段积累一定数量的优美古诗文，可以丰富语言，培养兴趣，提高语感、文学

修养和古诗文的欣赏能力，接受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由于近年高考古诗文内容的重新引进，古诗文积累已引起语文教师的广泛

关注。 这类以识别和记忆为主的知识，应如何指导学生学习呢？ 本文针对中学

语文的古诗文作一综合分析，一起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供语文老师指导学生学习

时参考。

　 　 一、突出名句佳句

古诗文内容广泛，时间上纵横几千年，体裁上涉及多种文体，中学语文课本

共有古诗歌 ３３ 首、古文 ３７ 篇，要完全记住这么多的内容是很困难的，如果抓住古

诗文中有特色的一些佳句名句，那就比较容易。 那么，怎样的句子才算是名句佳

句呢？

１． 体物细腻　 绘景传情

如王维《山居秋暝》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杜甫《登高》中的“无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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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中的“乱石穿空，惊涛

拍岸，卷起千堆雪”，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

笑”，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描绘明月花

草，歌咏山川景物，古诗文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 这些名句绘形绘影，有声

有色，借景传情，情景交融，能激发读者联想与想象，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极具

艺术魅力，深受人们的喜爱而传诵不绝。

２． 引喻取譬　 意蕴丰富

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新颖别致地写

出了琵琶声的繁复多变。 《孔雀东南飞》中的“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 指如削

葱根，口如含朱丹”，形象地、客观地描写出主人公的形象美，也传达出了刘兰芝

的内在美。 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以“羁鸟”“池鱼”

引喻，写出了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李煜《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美妙贴切，意味无穷。 这些佳句，联想奇妙，形象生动，

意蕴丰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让人过目不忘。

３． 富含哲思　 发人深省

如《诗经》中的“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秦观《鹊桥仙》

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伤悲”，这些名句写的是平常生活，但作者能平中见奇，推出新意，以清新质朴的

语言阐明了人生哲理，蕴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思索和所得到的启迪，把艺术的美感

与人生哲理融为一体，勉励他人，鉴戒自己，产生独特的审美效果。

４． 语言惊警　 光耀千秋

如屈原《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曹植《白马篇》中

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

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蜀相》中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辛

弃疾《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中华民族

历史上如此众多的脊梁式的人物，名垂史册，流芳千古，他们表达自己的理想、信

念、情操、气节的警句也随他们的诗文口口相传，人们在钦佩其业绩的同时，自然

也记住了他们的名句、警句。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所以极受人们的重视。

５． 描绘传神　 韵味隽永

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李商隐《锦

瑟》中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清照《一剪梅》中的“此情无计

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温庭筠《菩萨蛮》中的“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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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这类诗句，炼字、炼句、炼意，诗人用如椽巨笔，概括生活，熔铸才情，人、事、

物、情既无不穷形尽相，又不失含蓄蕴藉，诗情盎然。 一读之后，回味无穷。

６． 骈词骊句　 朗朗上口

如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

志”，杜甫《登高》中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陆游《临安春雨初

霁》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李商隐《锦瑟》中的“沧海月明珠

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这些名句，或抒写志向，或抒发情感，或遥有托寄，且运

用排比、对偶的骈句形式，对称押韵，节奏明快，语言含蓄凝练，朗朗上口，富有音

乐美，朗读后容易记忆。

７． 比拟夸张　 形象生动

如周邦彦《苏幕遮》中的“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温庭筠

《菩萨蛮》中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李白《将进酒》中的“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诗人用笔下的字让景物人格化了，富有人的思想性格、喜怒哀乐，她是那么懂事、

有心、随人心愿，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蕴含着阵阵的欣喜之情，诗人由衷地喜

爱。 杜甫写出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些诗

句对仗工稳，形象生动，用语警彻，而且气象雄浑，境界辽阔，流传极为广泛。

　 　 二、突出鉴赏能力

古诗文的积累不仅要突出名句佳句，最重要的是还要抓平时的阅读。 如果

学生随看随记，数年下来，那么数量当然很可观，假以时日，积少成多，学生的收

益一定很大。 例如每节语文课前的几分钟由值日同学讲析并背诵一首古诗或短

文，包括小学、初中时学过的，不断重复，反复记忆，使同学们滚瓜烂熟。 光会背

还不行，还要准确记忆，严谨书写，无论是平时还是高考时运用，写错字是没有效

能的。 同学们最容易把“落霞与孤鹜齐飞”的“鹜”写成“骛”，把“千里共婵娟”的

“婵”写成“禅”，把“天涯若比邻”的“涯”写成“崖”，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

“摧”写成“催”。 因此老师还应要求课代表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背默活动，

必要时检查评改，应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平时教学时对古诗文的练习一定

要长期坚持，养成习惯，古诗文积累应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不能一曝十寒，不

要搞突击，不可幻想考前能毕其功于一役。 让学生明白日积月累功到自然成，生

活中处处留心皆语文。 一旦习惯养成，老师不但可以完全放手，还能让学生受益

终身。 平时教学中要求学生注重理解，学会运用。 虽然考纲上对古诗文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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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记忆的要求，但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准确地记着，也只有理解的东西，才

能学以致用，对名句的一知半解，是一种记忆的常见病。 例如，“夜阑卧听风吹

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只有正确理解“夜阑”是“夜深”的意思才不会写成“夜

澜”。 平时教学还要在梳理教材时，适当提高练习难度。 当学生们对高中古诗文

的背诵相当熟练时，可以练习一些提高的题目，拓宽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思

维能力。 如：在学过的古诗文中归纳含有“山”“雨”“酒”“花”“月”“水”的诗句；

找一找成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司马青山” “出师未

捷”等的出处；找一找现在常用来形容潜移默化做人的思想工作的诗句、告诫人

们要虚心学习的诗句、尊老爱幼的诗句；等等。 这样可以拓宽同学们的知识面，

培养同学们综合梳理知识的能力。 种种措施中最关键的是要培养同学们的学习

兴趣，让同学们在课内、课外多读唐诗宋词和古文作品，提高古诗文的鉴赏能力。

（本文获中国语文报刊协分颁发的全国中语会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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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堂教学中主动学习模式的探讨

樊海燕

【摘要】　 主动学习模式是教师基于学生作为学习主体而尝试探索的一种

教学方法。 其核心内容是想方设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在培养学生的求知兴趣，激发他们的

学习动机方面不仅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要，重视其情感教育因素，采

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更要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为重点，

通过开放学生的思维空间，使他们在自由思考的环境下不断提升其探索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主动性　 兴趣　 开放空间　 创造性思维活动

素质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学生增强和发展他们的自主性，使之逐步成长

为社会生活的主体。 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增强主体意识的过程。

只有把学生真正当作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一过程才能顺利进行并走向预定的目

的地；否则，素质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实现。 主动学习模式也

正是以此为前提的一种教学方式。 其核心内容是想方设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下面就谈谈我在语文课堂

教学中对主动学习模式的体会。

　 　 一、重视培养求知兴趣，充分调动学习主体的积极性

苏霍姆林斯基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要提高语文教学

效率，学生必须要有强烈而持久的语文学习动力。 按心理学原理，学生学习动力

有外在动力（刺激产生的动力）和内在动力（认知需要）。 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

用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培养学生的求知欲，使之产生强大的内

在动力，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能力。

首先，兴趣来源于实际的需要。 需要与否及其强烈的程度，决定着兴趣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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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和浓厚程度，由于语文和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激发学生兴趣的时候就必

须注意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教学与生活实际联系的程度决定着学生

学习语文的兴趣的浓厚程度。 这是激发兴趣的根本前提。 比如在教学中针对那

些创作年代或表达方式或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学生的生活相去甚远的作品，我们

要尽量找到一个与学生生活联系起来的最佳切合点，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感

到“学的必要”。

其次，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必须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 因为教学结构的多样化是因材施教的必要条件，艺术性、技巧化的教学方

法和手段的合理选择和灵活运用是调动学生心理积极因素和优化课堂效果的有

效手段，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方法和手段既包括教师“教”的灵活多样，也包

括学生“学”的灵活多样，只有这样才能弃绝课堂学习的单一与枯燥，激活课堂，

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 具体的方式和手段，许多老

师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激发兴趣还必须重视情感教育因素。

情感是激励学生学习的起点，积极的情感、欢乐的情绪，能使学生精神振奋、

思维活跃，易形成新的联系；相反，消极的情绪则抑制学生的智力活动，使思维、

理解、记忆等机能都受到压抑。 教师应尊重学生人格，关注学生情绪，激起学生

的积极情感，使学生全心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

　 　 二、开放学生的思维空间，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几年来的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中，我深刻地感到，要真正提高教学效率，我

们必须教会学生“怎样学”，而不能以单纯的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 我们都知道

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几乎不考课本中的原题，而以能力考查为主，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竭尽全力地把所知道的知识全部灌输给学生，我们更应

注重的是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注重能力的开发和学生未来的发展。 正如叶圣

陶先生所说：“教是为了不教。”要达到“不教”的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教会学生

学习，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正是学生学会学习的一把钥匙，它是语文思维能力的最

高层次。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的内在动力就是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单纯的传授

知识是无法满足这两种需要的，因为这两种需求具有强烈的求新特点，这种求新

的认知探索和审美追求，就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因此，语文教学必须以培

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为重点，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学习主体的作用。

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过程中，我们应开放学生的思维空间，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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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和联想的充分自由，让学生在想象和联想的过程中捕捉直觉、信息。 近年

来，新概念作文大赛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只要有充分自由的思维空间，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潜能是巨大的。 笔者曾尝试选用“一只被咬过的苹果”这个题目进行

作文训练，结果发现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联想能力，创造性地写出不少好

文章，比平时限定他们必须写某一个主题作文效果好得多。 这就是说，我们的教

学也应注重启发学生多方面想象联想、多角度思维，而不是给学生设置框架、定

制标准答案。 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在思维过程中分析、鉴别、获得合理的信

息，而不是灌输知识或者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例如在戏剧单元学习中，为了让学

生掌握戏剧冲突这个知识点，我是这样做的：让学生根据自己对学过的戏剧的理

解，分小组写几个戏剧冲突片段，然后选出代表给大家表演，每表演一段，全班讨

论该片段的优、缺点，由同学们自己总结出戏剧冲突具有比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更

典型、更集中的特点。 在整个活动中，活动的主体是全体学生，他们在这种富有

创造性的活动氛围中获得一定的知识，学习效果很好。

开阔学生的思维空间的另一方面就是开放课堂的教学空间，让教学内容向

社会延伸，让社会生活进入课堂教学，正如前文所述，“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

外延相等”。 语文教学只有把重视生活经验积累与语文学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

创造力的培养。

最后，还需补充说明的是：主动学习模式充分强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

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但不能忽视基础知识的积累，教学中要处理好创造力培养与

语文基础知识的关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但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教学相长，“主导”是事物的主要方面，决定教学的走向及成败，主导正确、有力，

主体性才会得到充分体现，主导失误、无力，主体性便不能充分发挥。

（本文获得中国语文报刊协会颁发的全国论文评比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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