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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手册是我们“基因说与有效语文教学的大成智慧”系

列训练用书之一。

2.	本手册分四部分：上编“背·吟·诵概说”是理论和方

法部分，并且是很多同类书都没有讲的东西，不可不看；中编

“初中生必背古诗文”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含《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2011版）必背古诗文指定篇目（61篇），但仍保

留实验稿必背古诗文指定篇目（50篇），供不同需要的学生使

用。下编“延伸与中考突破”既是必背古诗文的扩展，又是中

考的真题训练，不可忽视。附编“现代名人与背·吟·诵”讲

述各行各业名人背、吟、诵的故事，从中会勾起我们无限的联

想和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值得一读。

3.	本手册中编“初中生必背古诗文”部分，是这本书最有

特色的部分。我们不但把古诗文按文体分类，每类之前均有一

个文体和吟诵说明。其中，近体诗和词曲部分，还列出节奏、

韵字、入声字、吟诵时应拖长的字等，供同学们背、吟、诵时

参考。还有，“名句细读”我们从众多权威的鉴赏读物中选取

最为精当的论述供同学们学习之用，免去大家检索之苦。

4.	吟诵是中国式的读书法，当今已从复苏进而复兴。吟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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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向来无谱可循，全赖面对面的口耳相传。但为了说明的方便

及让初学者快速入门，在每类文体之前我们都附一两个吟诵调

谱。但这只是举例性质，并不是说非用这一吟诵调不可，而且

吟诵调是一个参考谱，在吟诵的过程中，允许而且必须进行必

要的变易。入门之后，应继续引进新的吟诵调。

本书古诗词标示符号如下：

①斜线“/”为节奏的划分；

②粗体字+横线是节奏点为平声字诵读、吟诵时要拖长的地

方；

③单纯粗体字是节奏点为平声字诵读、吟诵时可拖长或不

拖长的地方；

④加着重号的字为入声字；

⑤加三角形符号“△”的字为韵脚字；

⑥近体诗“○”符号为平起式，“●”符号为仄起式。

5.	本手册所附的吟诵光盘，很感谢几位吟诵名家的鼎力

支持，在此特向陈以鸿老师、萧善芗老师、吕君忾老师、徐健

顺老师表示我们由衷的谢意和敬意。学生吟诵部分由于准备匆

忙，一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望专家和吟诵爱好者批评指

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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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寻找中国语文教学的有效基因

徐自强

几十年的语文教学生涯，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当

今，我们不缺语文教学法，缺的是哲学的智慧。倘若要从根

本上解决有效语文教学的问题，必须要寻找哲学的力量，或

者说，必须要寻找语文教学的有效基因。长期以来，人们觉

得中国语文教学的研究路子有待突破，我们认为，体现哲学

力量的“文化基因说”，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新视角。

基因有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之别。生物的发育受其遗传

基因的控制，生物基因就是DNA；文化的发展也有自己的基

因，它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其核心内容是那些对民

族的文化和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思维模式。

中西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说：中

西“两大文化体系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是，我

认为，最根本的不同都表现在思维模式方面，这是其他一切

不同点的基础和来源。一言以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

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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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在我国一直存在着中西古今之争。但来来去

去不外乎下面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全盘西化论；第二种是复

古回归论；第三种是综合创新论。全盘西化论者言必称“欧

美”，认为西方化就是现代化；复古回归论者言必称“孔

孟”，认为不复古不能救中国；综合创新论者言必称“集大

成，得智慧”，这正如钱学森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是要

把古今中外千亿人的头脑组织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复

杂超巨型系统。”

但是，集大成并不是50对50，不分高下，不分主次，不

分彼此，平起平坐。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融合必须是不

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

们中华文化的基因就会缺失，就会变异。况且，任继愈先生

还说过：“ 西方先看局部，然后再到整体；我们中国人是先

看到整体，然后再到局部。这种思维方式很难得、很可贵，

也是值得我们发扬的东西。”因此，我们主张“集中西古今

之大成，创反本开新之路。” “反本开新”之“本”，不是

别的，就是文化基因。

就中西方的语文来说吧。例如，中国的汉字是表意型文

字，其认知的方式是“整体、直观、定性”；而西方的文字

是表音型文字，其认知的方式是“分析、理性、定量”。语

言方面， “读西方语言写成的书，变格、变位清清楚楚，不

必左顾右盼，就能够了解句子的内容。读汉文则不成，你必

须左顾右盼，看上下文，看内在和外在的联系，然后才能真

正了解句子的内容。一言以蔽之，使用汉语的人，于无形中

就养成了一种习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我认为这正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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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突出特点。”（季羡林：《漫谈东

西文化》）

而传统的中国语文的教学方法，如吟诵、背诵、涵泳、

属对以及文道结合、读写结合等，就传承了“综合”这一文

化基因。三千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方法都是中国语文教学的

有效方法，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文

化的冲击，中国语文教学始终无法摆脱“重分析，轻综合”

的局面，这也许是1978年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十年时间，

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以及

2012年温儒敏先生所说的语文十年课改 “成效不大”的主要

原因之一吧。

20世纪初，当中国语文教学迈出西化的第一步的时候，

现代语文教育家王森然先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一国的语

言文字，是国民思想感情所由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学，是

国家精神生命的结晶。……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

具，似乎还有可以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

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21世纪初，当中国语文教学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阶段之后，面对着浮躁和焦虑，当代语文教育家

钱梦龙先生又语重深长地指出：母语教学“拒绝借鉴外国的

先进经验和理论，是愚蠢的，但是借鉴毕竟是借鉴，它决不

能代替我们对自己教学经验的总结和研究。”

总而言之，“集中西古今之大成，创反本开新之路”，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继承百年以来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中

国语文教学所取得的一切光辉灿烂的业绩，坚定不移地走综

合与分析相结合的创新之路；另一方面对于传统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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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态度是 “继承而不泥古——扬弃而不伤根——发展而

不离宗”。这样，我们就能够“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济西

方文化分析思维之穷”（季羡林），把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升

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教育部最新公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把语文定位为“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

践性课程”，推荐必背古诗文1~6年级由70篇增加到75篇， 

7~9年级由50篇增加到61篇。并针对目前语文教学中出现的某

些新的偏差，明确要求改正和防止“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

的阅读实践”，“用集体讨论代替个人阅读，或远离文本进

行过度发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寻找哲学的力量、

寻找中国语文教学的有效基因的端倪，为新一轮的课改指明

了方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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