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語三文四讀法」文言文教學策略探究

2024/03/15

內地專家教師 齊雅萍



目 錄

「一語三文四讀法」概念 （是甚麼）

「一語三文四讀法」價值（爲甚麼）

「一語三文四讀法」策略 （怎麼做）



壹 「一語三文」內涵



一
體
四
面
，
相
輔
相
成

「一語三文」內涵

文章

語言

文化

文學

壹

讀音、詞匯、語法

抒情
言志
載道

章法考究
語言錘煉

（多層面）語文
=

語言
+

文章
+

文學
+

文化

《出師表》

《陋室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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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一語三文」價值



「一語三文」價值──落實《課程指引》

1.2 基本理念

1.2.（4）語文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同時又是思想、

文化的載體。中國語文教育需均衡兼顧語文的工具

性和人文性，全面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

1.2.（5）透過文學的學習，可以引導學生感受語言

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



「一語三文」價值──彰顯語文味

◆保證了把語文課上成語文課，而不是非語文或半截子語文課

語言—文章—文學—文化

教學內容要素

活動程序結構

有
機
統
一



「一語三文」價值──有效確立教學目標

《木蘭詩》學習目標

1.借助工具書及注釋，歸類積累「火伴」「市」等詞語，讀準、讀通文章。

（語言）

2.默讀課文，能梳理故事情節，並讀懂文中的詳略安排。（文章、文學）

3.結合具體詞句及修辭方法，從英雄氣概和女兒情懷兩方面讀懂木蘭形象，

學習木蘭孝、忠、勤、智、勇等品質。（文章、文學、文化）

4.有感情朗讀課文，欣賞樂府民歌質樸生動、簡潔精煉的語言風格。

（文學、文化）
◆沒有文言，我們找不到回家的路。——韓軍
◆沒有「一語三文」，我們找不到閱讀教學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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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語三文」實施策略——學校課程（舉隅）

《基於正確價值觀的「一語三文」文言文學校課程
設計（初中）》

《基於正確價值觀的「一語三文」文言文學校課程
（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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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三文」初中文言文學校課程設計（主題）

漁



「一語三文」初中文言文學校課程設計（選篇）

漁

（舉隅）



關於文言文課堂教學的思考

常規

突破

興趣

效率

三「一語三文」實施策略——課堂教學

學生

教師



學校課程

課
堂
教
學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

三 「一語三文」實施策略

學生問題導學法
四讀法

教師提問講授法



四讀法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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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準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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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詞譯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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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讀法Ⅰ──讀準（朗讀）

字音 軍帖、可汗、燕山、鞍韉、舊時裳……

節奏

詩 規律：二三、二二三等

散文

句內

句間
初知句意

讀
準



四讀法Ⅱ──讀通（默讀）

字形溯源
助記法

為、安

歸類識記法

詞語

句式

解詞譯句，
讀通大意

重在
積累

讀通



讀通——字形溯源助記法

建房娶妻

安家落戶

安心安置

撫慰，安撫

安身 安穩

使……安定 怎麼，哪裏



四讀法Ⅱ──讀通（默讀）

讀
通

字形溯源助記法

詞
語

常用實虛詞 關山度若飛

通假字 火伴、帖花黃

古今異義 不聞機杼聲/阿爺無大兒

一詞多義 願爲市鞍馬/東市買駿馬

詞類活用 願爲市鞍馬

句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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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舉一反三



四讀法Ⅱ──讀通（默讀、朗讀）

讀
通 句

式

判斷句
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
自力者也（《為學》）

省略句 願爲市鞍馬（《木蘭詩》）

倒裝句 問女何所思（《木蘭詩》）

被動句 帝感其誠（《愚公移山》）

詞
語

舉一
反三



順敍法交代事件、詳略取捨

互文、頂真、對偶、排比

擬聲詞、叠詞

所抒情、所言志、所載道（主旨）

讀懂
甚麼

用字精煉，
手法多樣

木蘭形象文化；南北朝時期戰爭、民
俗、民風；樂府民歌、長篇敍事詩

多層面

文章

文化

文學 章法考究、
語言錘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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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讀法Ⅲ ──讀懂（內容）



四讀法Ⅲ ──讀懂（策略1）

讀
懂

問題鏈

比較法

知人論世

《爲學》：長輩的殷殷期望、語重心長

《木蘭詩》：打仗用兵制度

怎麼
讀懂



讀
懂

2.梳理這首敍事詩的故事情節，
看哪些地方敍述得詳細，哪些地
方簡略?這樣處理好在哪裏？

問題舉隅

1.請結合具體詞句賞析木蘭的人
物形象。

實施形式 自主、合作、探究

比較法
（6字訣）

設計

問題鏈

支問題

主
問
題

知人論世

四讀法Ⅲ──讀懂策略2



讀
懂

設計問題鏈

知人論世

關山度若飛比較法
賞析語言
（6字訣）

聯、增、删、
調、改、換

四讀法Ⅲ──讀懂策略3

咬文
嚼字

唧唧復唧唧

細讀文本，提升閱讀深度（《課程指引》）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語調輕、語速緩，讀出憂心忡忡

語氣：問者急切，答者沉穩木
蘭
詩 語速語調逐漸加快加高

重讀：讀出憂慮、擔當、決心、孝心；

四讀法──讀美（舉隅）

沉思 下定決心，語速輕緩 重快，
語調高昂

讀出情感，誦讀積累（培養語感）



讀
美

讀出情感 朗讀技巧

語速

語氣

語調

重音

停連

誦讀積累 一語三文

四讀法──讀美

創設語文實踐的學習情境，開展多元化、互動的學習活動，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高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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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引導學生提出問題——尊重學生主體地位
師生共同解决問題——體現教師主導地位

「一語三文」實施策略——學生問題導學法

《論語》117 /國際競爭力的創造型人才

有難度/國際化教學模式 大連市推行



「問題導學法」怎麼上得更精彩？期待大家實踐探索！

三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學生問題導學法

天空沒有留下鳥的痕迹，但我已飛過。

──泰戈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

我相信！行動自有答案！天下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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