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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 文文

解读文言文的“五种意识”例说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正高级教师 陈玉福

文言文阅读一直是语文学习中的难点与重点，学生在阅读文言文时，经

常出现读不懂、解不透、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等现象，直接影响对文本的整体

理解与把握。为更好地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本文以方孝孺的《越巫》

为例，从整体意识、语境意识、语法意识、迁移意识、析字意识五个方面具体

阐释如何解读文言文。

越巫自诡善驱鬼物。人病，立坛场，鸣

角，振铃，跳掷，叫呼，为胡旋舞禳之。病幸

已，馔酒食，持其赀去；死则诿以他故，终不自

信其术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

恶少年愠其诞瞷其夜归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

相去各里所候巫过下砂石击之。巫以为真鬼

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骇，首岑岑加

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骇颇定，木间砂乱

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复

至前，复如初。手栗气慑，不能角，角坠；振其

铃，既而铃坠，惟大叫以行。行闻履声及叶鸣

谷响，亦皆以为鬼。号，求救于人甚哀。夜

半，抵家，大哭叩门。其妻问故，舌缩不能言，

惟指床曰：“亟扶我寝，我遇鬼，今死矣！”扶至

床，胆裂死，肤色如蓝。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方孝孺《越巫》）

整体意识

学习文言文，学生关注的往往是“肢解”全

篇，即分析实词、虚词的意义与用法、句式特

点、通假字等，久而久之，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

会忽略了对文章整体的把握。“肢解”本无可厚

非，但“肢解”后一定要综合，要养成对文章大

意整体把握的习惯。《越巫》说的是一名巫师自

认为擅长驱鬼，对世间有鬼深信不疑。以驱鬼

方式给病人看病，偶或有看好的。一日，有几

名好事少年搞恶作剧，在巫师给人治完病回家

的路上扮鬼来吓唬他。他因深信有鬼，不能禁

受惊吓，回到家中因惊吓而死。从文章开头

“越巫自诡善驱鬼物”到第三句话“终不自信其

术之妄”，即已充分说明他对世间有鬼是深信

不疑的；再从文章结尾“巫至死不知其非鬼”也

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学生只有从整体上

把握文章，才能真正地理解文章。 大家要注

意，有整体意识，对理解文章内容，准确把握实

词语义，翻译句子都有所帮助。

语境意识

学生阅读文言文，容易盯在一个个单

“字”上，不能将这个字放在上下文中来推求它

的准确意义。在“字字落实”方法的统领下，长

此以往，学生养成了一种“就字论字”的习惯，

很少能顾及上下句、全段，甚至全篇的大语

境。如从上文中，当我们翻译到“病幸已，馔酒

食，持其赀去”时可能会对“幸”字不好理解，暂

且放下，先往后看。“持其赀去”后面是分号，分

号后面是“死则诿以他故”，分号的前后是并列

关系。既然分号后是“死则诿以他故”，从上下

语境看就不难推出“幸”应译为“侥幸”。“已”本

义是“停止、完毕”，从上下文可以引申为病情

“停下来”，可理解为“好”。大家再看，紧跟的

叙述是“馔酒食，持其赀去”，看完病且将病医

好了，当然要吃饭，所以才“馔酒食，持其赀

去”。因此，语境意识尤为重要。

语法意识

学生有语法意识，才能根据词性，推知该

词应起的语法作用，对断句翻译理解大有帮

助。如文中加横线的一段话：“恒夸人曰我善

治鬼鬼莫敢我抗恶少年愠其诞瞷其夜归分五

六人栖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过下砂石击

之。”从语法角度分析，“我善治鬼”是典型的

主谓宾句子，应在此断。下句“鬼莫敢我抗”

也是一个主谓宾句子，只是翻译不通，仔细推

敲，会发现此句是宾语前置句，应为“鬼莫敢

抗我”。因此，最后可断句为：“恒夸人曰：‘我

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恶少年愠其诞，瞷其夜

归，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

过，下砂石击之。”语法意识有助于断句，对

实、虚词与句意的理解非常有帮助。

迁移意识

迁移意识是能力提升的主导意识之

一。如“恶少年愠其诞”中的“愠”字，初中

学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的

“愠”是“恼怒、生气、怨恨”的意思，“愠其

诞”的“愠”译为“恼怒、生气”能译通，全句

译为“对巫师的做法感到生气”。“持其赀

去”句中的“赀”译为“财物”，高中课本的

《五人墓碑记》中“敛赀财以送其行”一句里

“赀”的意思与这里完全相同，可将其迁移过

来，看能否译通。

析字意识

课外文言文中有学生从未见过的生僻

词语，需要用析字意识来解决。汉字是表

意文字，85%的汉字都是形声字，形旁表示

字的意义，声旁表示读音。学生要根据字

形、语境来推求这个字应该当什么讲。如

“瞷其夜归”中的“瞷”字，“瞷”字是“目”字

旁，先推断与“眼睛”有关，那么就与“看”有

关，放到语境中可以译为“偷看、窥视”。这

种意识或者说这种能力对学习文言文至关

重要。

把握核心环节

答好文本类材料主观题
北京市八一学校 宗 雨

纵观近年北京学考历史测试主观题，文本类材料阅读题
越来越重要，但是其难度系数也让不少考生产生畏惧心理。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主观题侧重考查学生历史学科基
本能力的运用，例如史料研读、信息提取、知识迁移、分析比
较、归纳概括等，所以试题会采用大量新材料创设新情境，而
文本类材料不同于更直观的数字图表和文物绘画等材料，学
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文段信息处理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
并不是历史授课和复习的重点，往往渗透于初中历史课堂之
中；另一方面，很多学生不会“审题”，不能准确从题干中找到
主观题答题的“钥匙”。

主观题怎么才能得高分呢？学生只要在做题时把握两个
核心环节，严格按照做题步骤，保证思维链条具备充分逻辑性，
就可以轻松解决文本类材料主观题这一“难题”。

历历 史史

核心环节一：审题
读清题干是顺利解答主观题

的前提。审题需要审出四要素才

算真正将题干读透，才能为读材料

和整理答案指明方向。

1. 答案来源。一般情况，答

案来源有两类，“依据材料”或“依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根据提示，

“依据材料”，指的是答案应从材料

中提取，“结合所学”是需要考生从

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后，进行知识

迁移，调用所学知识来补充答案。

2.读懂题型。初中学考历史

命题的题干通常会特别清晰地表

明问题的题型。考生可以关注题

干中出现的谓语和宾语，来帮助判

断。例如，题干中如果出现“概括

（分析、说明等）……表现\原因\影

响\特点等”这类表述，一般就是概

括类试题。拆解题干的问法，是为

了帮助我们明确不同类问法的答

题结构，例如“分析原因”的答案结

构可以是“某某现象出现是因为

……”在此特别强调，学生要明白

“特点类”答案与原因、表现类答案

是不同的，特点是抽象的，所以在

组织答案时，学生需要提炼出抽象

的短语。

3.提取核心概念。题干的表

述中会有本题想要考生关注的核

心概念。核心概念的锁定，可以帮

助学生在阅读材料时，准确地锁定

提取信息的范围，避免无效阅读；

也可以帮助学生在组织答案时运

用规范的答题语言。例如“依据材

料概括孟子和谐观的基本主张。”

这一问题的核心概念是“孟子和谐

观”，在阅读材料时，考生须时刻提

醒自己注意在材料中提取与“和谐

观”表述相关的关键词，而非其

他。在组织答案时，考生可将答案

整理为“孟子的和谐观主张……”

4.问题数量和分值。初中学考

历史试卷的命题与高考不同，命题

者为了符合初中生年龄特点和学习

能力，会将问题拆解。所以，考生需

要细心地读取问题数量，避免漏题；

更要确定每题的分值。一般情况

下，学考试题中，主观题是1分一个

知识点，考生可以根据分值来检查

是否有可能出现少答的现象。

核心环节二：处理文本类材料
处理文本类材料主要考查学生

历史文本阅读能力。考生可按以下

四步进行思考。

1.分层。将文段材料进行分层

能够帮助学生将文本秩序化，降低长

文本给学生带来的阅读困难，也有助

于锁定答案来源。常见文本结构有：

总分结构，分分结构，分总结构。在

分层时，考生也可借助标点符号和转

折词来帮助分析文段结构。

2.提取关键信息。接下来，考

生要带着题干中的核心概念在文段

中提取关键信息。考生可以注意几

个有效技巧。第一，提取的是关键

词，并非整句话或整段话。第二，注

意题干的具体问题，例如，题干问的

是“表现”，那么考生要提取的信息

一般为名词或短语，而非形容词。

3.归纳概括。在提取关键词这

一环节中，很多考生会划出大量关

键信息，但不可能将这些词都作为

答案，整理到答题区域，这就需要将

关键词整合处理，对关键词进行归

纳概括。归纳概括是有技巧的，首

先——归类，找到这些词共同的上

位概念。这里需要注意关键词的比

较，学考题中出现的文本类材料难

度不大，有时在材料中就存在着类

似于标准答案的关键信息，所以考

生在归类时，可以将自己划出来的

关键词进行比较，通常保留最类似

概括类的关键词。如果考生提取出

的关键词能够用学科规范语言替

换，最好进行替换。完成归纳概括

后，学生就可以根据题干的问题类

型组织并整理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