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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语文教学正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 在此情况下，

怎样从语文教学自身特点中寻找突破点，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创新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 已成为语文教师探索的问题。

根据广大青年学生好奇、 求知欲强、 思维活跃、 学习从兴趣

出发的特点， 充分利用语文本身独具的内容丰富、 趣味性强

等特点， 努力挖掘各种趣味因素， 创设情境， 以各种教学形

式诱发、 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求知欲望， 使他们由被动的

“要我学” 转变为主动的 “我要学”， 从而搞活教学， 并取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

语文素质的培养， 直接关系到学习质量的好坏。 叶圣陶

认为， “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打

好语文基础， 帮助学生通过学习语文知识提高理解其他学科

的能力”。 由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学习语文的重要性。 客观地

说， 语文作为基础性工具学科， 想要学好并不容易。 它体系

博大， 内容浩繁， 融思想、 知识与艺术为一体， 需逐步培训

良好的感知与接受能力。 但在学生阶段， 需要学习的是扎实

的文字、 语言功底， 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顺畅的口头与书面表

达能力， 而达此目的， 有一个循序渐进， 潜移默化的过程。

为此， 我们特地编写了这套 “语文趣味教学设计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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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 包括 《语文教学的趣味古文设计》、 《语文教学的趣味

故事设计》、 《语文教学的趣味成语设计》、 《语文教学的趣味

词语设计》、 《语文教学的趣味段落设计》、 《语文教学的趣味

谚语设计》、 《语文教学的趣味歇后语设计》、 《语文教学的趣

味之谜设计》、 《语文教学的趣味名著设计》、 《语文教学的趣

味作文设计》 共十册， 丛书一方面分别对相关语文基础知识

的趣味教学设计与创新进行了全面指导， 另方面进行了举例

示范， 目的是使广大师生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教学和运用， 逐

步提高语文知识素养。 因此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实用性、 实

践性和指导性， 不仅是广大师生教学指导的最佳读物， 也是

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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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词语教学的指导



１． 语文词语解释对错的原理分析

长期以来， 中小学语文教学普遍存在唯教材是依， 唯教

师是依， 不会识断、 不会变通的解词释义现象， 小学甚至存

在只有一字不错地照抄教材注释才算正确的僵死教法， 乃至

于相当一部分教师也就知道依据教材和字典判断词语解释的

正误。 教材、 字典、 教师的解释如果正确， 当然应当依从，

如果错误， 不能以讹传讹， 这是语文教学科学性的基本要求。

语文教学要想正确判断解释词语的对错， 就必须寻找和

建构判断词义解释正误的基本原理。 这个基本原理就是词义

原理和语境原理， 即一个词的解释必须是词本身固有的本义

或可以由本义引申的意义， 或者是语言运用中通常假借的意

义； 词语解释必须使上下文语境能够贯通。 判断词语解释正

确与否， 这两个原理缺一不可。

引发二十世纪末那场全国性的语文教育大批判的， 有三

篇文章， 其中之一是邹静之先生的 《女儿的作业》。 文章揭批

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有一次， 经我检查过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 不仅是家

人， 我也开始对我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 有两条错误是这样

的： 题目要求， 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 有一条是 ‘思想一致，

共同努力’， 女儿填 ‘齐心协力’， 老师判错； 还有一条 ‘刻

画描摹得非常逼真’， 女儿填 ‘栩栩如生’， 老师也判错。 我

仔细看了， 不知错在哪里。 女儿说第一条应是 ‘同心协力’，

第二条应是 ‘惟妙惟肖’。 这真让人吃惊， 我不知道 ‘齐’

与 ‘同’ 在这儿有什么区别。 按 《新华字典》 ‘齐’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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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项就是同时、 同样、 一起的意思， 并举例用了 ‘同心’ 一

词。 该用 ‘同心协力’ 时， 用 ‘齐心协力’ 谁能说这是错

了。 女儿说： 标准答案是 ‘同心协力’， 其他答案当然就错。

真可怕， 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精确了。

“中国语言之丰富， 词汇之多， 所谓同义词， 近义词， 相

应的不止一条， 怎么会就有一个答案呢。 那第二条， 我觉得

题目的意思， 栩栩如生甚至比惟妙惟肖更为准确， ‘妙’ 和

‘肖’ 与 ‘如生’ 比， 哪一个更与 ‘逼真’ 这个词接近呢。

关键还不止害一个人， 而是害了一代人。 实际也这样， 我反

复怎么说这两条都没有错， 女儿也不信， 她视老师为绝对权

威， 老师以标准答案为圣旨。 女儿把原来活跃、 灵动的心收

起来了。 从她心里把那两个词赶出去了， 她将别人给她的标

准， 来谨慎地使用词汇， 她以后可能会像收音机一样地说话。

那天， 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十遍。 我那一刻心里只有

一个词， 即惨酷。”

这个残酷的现实是， 教师， 只有教师， 掌握着词语解释

对错的生杀大权， 教师说对就对， 说错就错， 和预先确定的

标准答案差一个字都不行， 其本质就是词语解释对错判断没

有一个超越人际关系、 贯通字典和教材的、 普遍遵循的标准，

也就是判断词语解释对错的基本原理。

“齐心协力”， 不能解释为 “思想一致， 共同努力”， 只

有 “同心协力” 才对， “栩栩如生” 不能解释为 “刻画描摹

得非常逼真”， 只有 “惟妙惟肖” 才对， 因为教学中师生最

初接触的教材中的解释就是， “同心协力， 思想一致， 共同努

力”， “惟妙惟肖， 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 所以在学习后再

解释这些词语时， 就不能改动， 更不能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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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是这样， 教材编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看下面两

个注释：

案例一： 因笑谓迈曰： “汝识之乎？ 噌者， 周景王之无射

也， 坎镗者， 魏庄子之歌钟也。 古之人不余欺也！” （苏轼

《石钟山记》 ）

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课本对 “识” 的注释是： ［汝识 （ｚｈì）

之乎］ 你知道那些 （典故） 吗？ 识， 知道。

案例二： 沛公已出， 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沛公曰：

“今者出， 未辞也， 为之奈何？” 樊哙曰： “大行不顾细谨，

大礼不辞小让。 如今人方为刀俎， 我为鱼肉， 何辞为？” 于是

遂去。 （ 《鸿门宴》 ）

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课本对 “让” 一句的注释是： 意思是，

做大事不必注意细枝末节， 行大礼不必讲究小的谦让。

这两个解释的错误是明显的， 我们只要用逻辑常识去反

证一下， 就能发现错误。

查王力、 岑麒祥等先生编写的 《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

“识” 有两个读音， ｓｈí， 动词意义为 “知道， 懂得”， 名词意

义为 “见识， 知识”； ｚｈì， 动词意义为 “记住”， 名词意义为

“标记， 标志”。 前一个词义系列为 “识” 的本义系列， 后一

个词义系列为 “识” 的假借义系列。

课本的注释不伦不类， 读音取后一个系列， 而词义取前

一个系列， 错误显而易见。 须知， 当 “识” 读 ｚｈì 时， 从词

义原理角度是引申不出 “知道” 这个意义的。 因此， 根据字

典 （词典） 和上下文语境， “识” 的解释只能是 “ ｓｈí， 知

道”， 或者 “ ｚｈì， 记住”。 显然， 课本 “ ｚｈì， 知道” 的注释

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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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王力、 岑麒祥等先生编写的 《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

“辞” 的义项有： 口供； 言词， 词句； 告诉， 讲话； 推辞， 不

接受； 告别； 文体的一种。 适合教材注释的只有 “推辞， 不

接受” 这个义项。 我们把 “推辞， 不接受” 代进句子里， 全

句的意思只能翻译成 “行大礼不能推辞小小的谦让”， 用肯定

句形式说， 即 “行大礼要接受小小的谦让”， 教材的注释怎么

就变成 “行大礼不必讲究小的谦让” 了呢？

“行大礼要接受小小的谦让”， 意思是要去谦让一番， 去

行告别礼， 告诉项羽 “我醉了我要走了”， 与樊哙的建议相

悖， 樊哙是要沛公马上逃命， 鸿门宴太凶险了， 不要去告辞

了。 很明显， 这个解释行不通。

这两个课本注释的问题可以反映教材词语解释的混乱与

谬误， 由此可见， 教材判断词语解释正误时也没有一个贯通

的标准， 同样存在原理方面的问题。

课本如此， 字典 （词典） 也有同样的毛病。 “进退维谷”

这个成语的 “维” 字， 《现代成语词典》 的解释为， “维， 语

气助词。” 它排除了另一种解释， “维， 只有。” 所以， 有教

师根据 《现代成语词典》 的解释编出一道选择题， 要求选出

“进退维谷” 的 “维” 的正确解释， 其中两个选项为上面的

两个义项， 标准答案为 “维， 语气助词”， 排除了 “维， 只

有”。

对于有关字词的解释不恰当地排除了其它可行性解释，

使得使用字典的人误以为就只能这么解释。 问题的根源还是

在于判断词语解释正误没有可以依据的通则， 也就是没有基

本原理。

以上例子表明， 判断词语解释对错没有基本原理， 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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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学与其相关领域中的一个通病： 师生教学过程中没有，

教材编写中没有， 连作为词语解释的依据的字典中也存在基

本原理的缺陷。 因此， 我们可以说， 语文教学处理词语解释

对错时没有原理可言， 更没有原理可依。

语文教学处理词语解释对错没有原理可依， 这是语文教

学灾难性缺陷。 我们想想， 词语解释是语文教学最基本的工

作， 每天都得接触， 如果这个基本工作没有一个对错的标准，

没有一个可以依据的贯穿始终的判断对错的基本原理， 整个

语文教学有何科学性可言？ 如果没有原理， 学生如何能够脱

离教师、 教材、 字典， 自主自觉规避错误、 维护正确？

既然没有这个基本原理， 语文教学在判断词语解释正误

时， 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邹静之先生所揭批的残酷现实， 或

者极为死板， 不能变通， 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 极为随意，

没有对错， 如果推而广之， 语文教学只能师心自用， 人言人

殊， 混乱不堪。

作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基础， 我们必须确立词语解释对错

判断的基本原理。 我们必须让学生在解释词语时， 除了查字

典 （词典）、 看教材、 问老师、 对照标准答案外， 还必须有一

个贯通并超越字典、 教材、 老师、 标准答案的基本原理。 因

为， 学生经常会在没有字典、 教材和教师的情况下， 判断一

个词的解释正确与否， 比如参加一些脱离课本命题的考试，

在考场上学生能否有把握地判断一个旧词新语境下或者一个

新词的解释是对还是错？

比如独自看书学习， 身边没有字典、 教材和教师， 怎么

判断对错？ 而从根本上看， 教学是为了不要教， 是为了让学

生养成能力， 最终脱离教师、 教材和字典， 独立思考，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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