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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蕴
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髓。这些思想
智慧和文化精髓，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古代文
献传承下来的。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古诗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途径。古诗文教学不仅有助于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且对于增强历史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随着时代日新月异，古代文言文
与现代白话文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今人与
古诗文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厚，古诗文的学习
难度不断增加，这也对语文教师的古诗文素
养和古诗文教学水平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如何准确而有效地实施古诗文教学，便成了
摆在广大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难题。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叶圣陶、朱自清在
专为指导教师教学撰写的《精读指导举隅》
和《略读指导举隅》中，就曾专门就文言诗
文教学进行示范。《精读指导举隅》共选取六
篇课文为例进行指导，其中就有柳宗元的
《封建论》和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两篇古代
散文。《略读指导举隅》选取七部书为例进行
指导，其中就有《孟子》《史记菁华录》《唐
诗三百首》三部古代著作。朱自清还专为中

学生撰写了《经典常谈》。他在该书序言中
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
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常谈》对《说文解
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
《春秋》三传、《战国策》、《史记》、《汉书》
以及诸子、辞赋、诗、文等，进行了条理清
晰、深入浅出的解读，对于读者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我们知道，古诗文的学习离不开训诂。
训诂，简单地说，就是解释古代的语言。运
用声训、形训、义训、互训、语境分析和词
语来源与演变分析等训诂的方法，探求古代
诗文中词义、语法、修辞等现象，解决古诗
文中的古义问题、古字问题、借字和误字问
题，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阅读理解古代诗
文，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这些文献中的思想和
文化内涵。同时，训诂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从语言学的角度去
探索和理解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

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陆宗达先生著
《训诂浅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得比较早
的一本训诂学著作。据统计，从上世纪80年
代至今，国内出版的训诂学著作有近200种
之多，但专门为中学语文教师编写的古诗文
训诂著作却凤毛麟角。

上世纪90年代，为适应中学语文教师继
续教育的需要，陆续出现了三本与语文教学
相关的训诂学著作。1994年，盛九畴编著
《训诂与文言文教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
版，该书是作者在为本科生和中学教师授课
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1997年，张广飞
著《训诂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由杭州大学
出版社出版，该书也是作者在为中学语文教
师培训的讲义基础上写成的。1998年，黄灵
庚等著《训诂学与语文教学》由浙江古籍出
版社出版，该书同样是作者在为中学语文教
师开设的继续教育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写成
的。该书分“导论”“训诂的类别”“形训”

“双声与叠韵”“声训”“古音通假”“义训”
“方俗语的训诂”“古书辞例在语文教学中的
应用”九章，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训诂学的内
容及其与语文教学的关系。从中国语文教育
史的角度看，这三部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著作
填补了长期以来针对中学语文教师编写的从
训诂学角度阐释语文教学著作的空白。

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上世纪90年代出版
的这三部专论训诂学与语文教学(主要是中学
文言诗文教学)的著作外，进入21世纪后的
20多年，竟然很少有同类著作出版。这四分

之一世纪出版的同类著作仅有以下几部：
2003年和2004年，陈小平撰写的《高中语
文语义探究》和《初中语文语义探究》先后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主要是对
中学语文课本中疑难字词句及其注释的探究
和补充、订正，故称“语义探究”。其探究的
内容不限于文言诗文，也包括现代白话课
文。2008年，汪少华著《古诗文词义训释十
四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讲座
的形式，从社会性原则、时代性原则、文献
材料的规范使用等十四个方面，对古诗文词
义训释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对于推动古诗文
词义训释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
中不足的是，该书系作者在给研究生讲授

“训诂方法与实践”课程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
成，虽然也为包括中学语文教师在内的广大
读者提供了学习古诗文词义训释的宝贵资源
和方法指导，但并非专门针对中学语文教师
的古诗文教学而作。

进入21世纪，新课改全面启动，《训诂学
与语文教学》由黄灵庚教授根据新课标中学语
文教科书进行了修订，更换了例句，新增了“文
言文教学备课与教学”一章，2008年由浙江大
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黄灵庚教授又根据统编
中学语文教科书再次进行了修订，又一次更换
了例句，新增了《送东阳马生序》《咏怀古迹》备
课案例和“本书古汉语词汇索引”，并更名为
《中学古诗文教学与训释》，2023年由商务印
书馆作为“语文教师小丛书”之一种重新出
版。新出的《中学古诗文教学与训释》共30余
万字，其中收录的古诗文训释例句达800多
条。从《训诂学与语文教学》到《中学古诗文教
学与训释》，本书填补了从训诂学角度助力中
学古诗文教学著作的空白，也为广大语文教师
古诗文素养和古诗文教学水平的提升提供了
帮助。此次重新出版，显示了该书选题的重要
性和生命力，也显示了该书本身的质量和受读
者欢迎的程度。

传承中华文明，不是贴标签，而要落到
实处。如果我们的语文教师不掌握一定的训
诂学知识，讲不清古诗文字词句篇的含义，
长此以往，我们老祖宗的这些东西是会失传
的。《中学古诗文教学与训释》的出版，是
普及训诂知识，为古诗文学习者提供工具，
为语文教科书编制提供参考。我们也相信将
会有更多有识之士，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努
力，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奠基。
（作者系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普及训诂知识 传承中华文化
——读《中学古诗文教学与训释》有感

书里书外

邢淑芬

说到“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学界
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俞国良教
授。2002年，我刚刚踏入研究生大门时，就
跟随他学习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教育领域的相关知识。近读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俞国良教授新作《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六卷），我内心十分感慨。二十多年
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尚未引发社会的广
泛关注，俞国良教授已经开始关注这一研究
领域，从中可以体会到他作为一名心理学工
作者的学术敏锐性和前瞻性；二十年磨一
剑，从中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作为一名心
理学研究工作者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坚
守。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也是我一直
专攻的研究方向，这里，我将自己阅读的心
得体会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大家进行分享。

首先，《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覆盖了全学
段在校生，体现了作者一直以来坚持的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大中小一体化的基本思路。目
前，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从大学生群
体不断向下延伸，呈现出低龄化、普遍化的
趋势，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大中小一体化
建设，是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关键一环。作者及其研究
团队围绕着中小学与高等学校的心理健康教
育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研究工作。该
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专题研究，全景式地展
现了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特点、
影响因素和量表编制等，梳理了高等学校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现状、特点和存在
的问题，对我国大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及
教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称
得上是一部为教育管理者、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以及学科教师量身打造的案头书。

其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从学科交叉
融合的崭新视角来分析和对待青少年心理健
康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青少年心理健康问
题的产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也是多系
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推进青少年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从学科交叉的视角

“协同作战”，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是青少
年心理健康研究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必然要求。该书第三卷为心理健康教育学科
融合研究拉开了序幕，指出了新时代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的新思路、新范式。这一卷的专
题研究从心理科学、教育科学、社会教育等
多个视角入手，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剖析，揭示了

“心理学+”的学科交叉融合视角在心理健康
教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和学术潜力。学科交
叉地带最富有创新活力，以现实社会中青少
年心理健康问题为基本导向，开展青少年心
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
究，作者已然为该研究领域的探索之路举旗
定向。

再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体现了心理
学经典理论和前沿问题的有机统一。理论主
要是指一套有组织的原则，可以用来对所观
测到的现象进行解释，建构理论是科学研究
的主要目的之一。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
温曾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具有更大的
应用价值，一个好的理论具有跨时间和跨空
间的稳定性，可以解释不同时间、不同情
境，甚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心理和行
为。该书第四卷以心理健康研究术有专攻的
心理学大师为“目”，以精神分析、行为主
义、人本主义与认知主义学派为“纲”，对
18位心理健康研究巨匠的理论思想进行阐
述，他们关于心理健康奥秘的解读，闪耀着
人类智慧的光芒。这些经典理论具有时间穿
透力，不仅可以解释工业时代的心理困惑，
也可以解释智能时代的心理迷茫。该书第五
卷则凝集了作者数年研究心血，把握前沿研
究脉搏，从理论研究、领域研究、应用研究
三方面深刻洞察具有时代性的新问题。经典
与前沿并轨，作者心甘情愿坐好学术“冷板
凳”，徜徉于心理健康研究领域的精神家园，
探寻心理健康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学术瑰宝，
这种精神值得我一生学习。

最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体现了心理
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领域中理论研究、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相辅相
成。该书第六卷系统探讨了心理健康教育的
理论问题、基础问题和应用问题，兼具理论
深度与实践广度。基础研究主要是作者及其
研究团队对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

出率做了大量的元分析，对以往该领域不一
致研究结果的再分析，可以得到对于我国青
少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更客观、更完
备的研究结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和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证据支持。应用研究主
要是围绕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为解决实
际问题如父母养育倦怠、手机教养等，而进
行的具有时代性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研究，
为认识和解决当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提供了新视角、新诠释。无论是基础研究还
是应用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回答人生幸福的
本质这一理论性问题。通过认真阅读《心理
健康教育研究》这套书，我也跟随作者完成
了一场关于生命本质力量的精神突围。

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需要全社会一起
践行。作为一名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我也一直
在思考：困扰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可持续
发展的时代因素到底有哪些？《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一书给了我很多启示和启发，带着这
些启示和启发，我将继续为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贡献微薄之力，“咬定青山不放
松”，坚定不移地做一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守
护者。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做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守护者
——兼评俞国良教授新作《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孙民云

从满怀憧憬和学习热情踏入一个
称作“学校”的地方，到越来越多的
孩子抵触、厌弃学习，这样的现象在
中小学并不少见。如何保证每个孩子
在学习途中不掉队？如何帮助孩子持
续保持学习的愿望和热情？如何支持
孩子成为主动的学习者？如何使那些
似乎天生弱势的孩子也能获得良好的
自主发展？这些无疑是困扰无数基础
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所谓薄弱学
校管理者和教师的“世界性”难题。
《抗逆教室：让学习不再艰难》（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以其独特的
视角和深刻的见解，提出了教育中的
抗逆之道，让孩子即便遭遇巨大的障
碍和困难，也会因为有这样一间“抗
逆教室”的守护，依然能够坚定地朝
着既定目标不懈奋进，从而体验到学
习与成长过程的美好。

抗逆教室是所有孩子在情感、学
业和社交等方面都能取得成功的地
方。本书由贝斯·多尔、凯瑟琳·布
雷姆和史蒂文·朱克三位教育专家联
合撰写，全书基于“学校教室可以成
为促进抗逆的社区，为弱势儿童提供
必要的支持和指导，使他们能够投入
学习并获得成功”这样一个假设，旨
在帮助教育者构建一个支持学生全面
发展的抗逆教室。书中提出，最有可
能促进儿童在学业和人际交往方面走
向成功的教室环境应具备六大特征：
学习效能、自主学习、行为自控、师
生关系、同伴关系、家校关系。这六
大特征既是促进学习的关键要素，也
体现了教育过程中的全面性和系统
性。书中以六大特征作为抗逆教室的
操作定义，提出“教室特征是可以改
变的，学生每周花30个小时在一起
学习，改变教室，就能改善所有学生的学习成
就”，并围绕六大特征，陈述构建抗逆教室的
方法、途径和行动策略。

抗逆教室的建设是一个利益相关方共同
努力的过程，“教室系统的变化有赖于教师、
学生、父母以及教室中其他成员或定期访问
教室的其他人的共同努力”。在抗逆教室的建
设中，教师、家长和学生之间相互支持、精
诚合作显得尤其重要。抗逆教室的六大特征
中，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家校关系本质上
都是人际关系，这些关系是抗逆教室的重要
生态基础。因此，本书第三章用了相当的篇
幅来具体讨论这三种关系对学生学习和成长
的影响，并通过典型案例，揭示经由改善三
种人际关系，为学生的学习与心理健康提供支
持的内在机制。

“在所有的学校关系中，师生关系对学生
的学习成功影响最大。”高质量的师生互动培
养了学生对教室的归属感。当师生关系温暖、
投入、真诚、反馈及时时，学生的参与度会大
大提高，学习效果也会相应提升。长期保持密
切、融洽的高质量师生关系，是营造安全的、

支持性的教室的重要因素。
“朋友是把学生和学校联系在

一起的纽带：交朋友和与朋友在
一起的机会是学生对学校最看重
的方面。”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
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发展社
交能力。一起工作和玩耍、小组
合作学习等活动，能让社交能力
较差的学生从中受益。

家长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
动和态度对孩子的成功具有不可
忽视的影响。“家庭、同龄人、学
校传递的价值观不一致，学生最
有可能在学校表现糟糕，出现情
绪问题。”而家庭成员和教师对学
生抱有高期望，密切合作，同向
发力，会对学生成功带来很强的
正向影响。因此，教育者需要与
家长建立积极的联系，共同为孩
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

学习效能、自主学习、行为
自控是学生取得学习成功的关键
要素。本书深入探讨了如何帮助
学生提升学习效能，如何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行为自控能
力。学习效能“既能提高学生成
绩，也会增强他们的社会和情感
适应能力”，是学生作出努力、产
生兴趣和学习愿望的主要动力。
但是，令人惶恐的是，“学生对自
己学习能力的认知在整个学习生
涯中呈急剧下降的趋势。幼儿园
的孩子进入学校，对自己的能力
持高度积极的看法。然而，到了
三年级，学生开始明显低估自己
的能力，到了初中，这种下降幅
度更大”。学习效能不仅是个体现
象，也是一种群体现象。抗逆教
室可以通过提高集体的效能感来
影响促进个体效能。

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
生成为独立生活者和终身学习

者。因此，学生需要具备良好的自我管理和自
我激励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对学习效率和效果
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对他们的未来生活
和职业有着深远的影响。怎样的教室才能促进
自主学习，才能促进行为自控，本书对此进行
了充分的讨论，并提供了可操作的教室改进策
略。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不仅提供了理论框
架，还结合大量案例呈现了教育者构建抗逆教
室的实践策略与智慧。作者通过具体的教学活
动和案例研究，展示了如何在教室内实施抗逆
教室的理念，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
些策略。

《抗逆教室：让学习不再艰难》是一本富
有启示性的教育著作，针对中小学普遍存在的
问题，为我们构建了一条抗逆之道，提供了构
建抗逆教室的具体策略和方法。通过这本书的
阅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教育的本质和意
义，为孩子，尤其是存在学习困难的孩子的成
长和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教育者阅读此
书，相信能从中受益良多。

（作者系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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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古诗文教学与训释》
黄灵庚 著
商务印书馆

学者荐书

专家视角

申承钰

从课程的顶层设计到课堂教学活动的实
施，需要以目标为导向，经过课程内容教材
化、教材内容教学化、教学内容活动化等过
程。其中，教材内容教学化是许多教师遇到
的一大拦路虎，教师除了要具备必需的文学
解读能力，还要能恰到好处地进行教学视域
下的文本解读，将文学解读结果经过课程标
准、教材、学情三张网的过滤，最终转变为
课文解读结果。两种解读不无交集，但又有
很大差别。向浩、童庆杰合著的《基于教学
视角的文本解读》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一些
答案，十分有益于教师精进教学。

这本书立足整体，点面结合，如同把每
篇文本都置于明亮的多面镜中，不同的镜面
反映出文本不同的方面，各个方面的特点交
相辉映，所以内容结构性很强，而且论述鞭
辟入里、浑然一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文
本解读或挂一漏万、或大而化之的弊端。
向、童二位老师通过对文本进行独立自主的
解读，针对每篇文本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个清
晰的阅读图式，书中所述，可以简便清晰地
转化为教学设计和板书内容，让课堂教学变
得结构化，环环相扣，重难点突出，从而极
大程度地避免失误。比如，在《孔乙己：一
组“悖论”的集合》中，作者围绕“衣着”

“言语”“人格”三个方面，对孔乙己身上的
矛盾点进行了分析。从现实角度来看，每个
人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的产生源于诸多方
面，如果一个人身上的诸多矛盾实在无法调
和，等待他的极有可能是惨痛的命运。小说
中关于孔乙己的外貌、语言、动作、神态、
细节描写，都是他身上矛盾形象的体现，相
较于只抓住他某个局部特征，“管中窥豹”地
展开研讨，从三个“悖论”出发解读孔乙己
形象，更能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而且解读
更具有全局性，更能让学生感受到人物性格
的错综复杂，体悟到人物形象的立体性。

向、童二位老师在解读文本时，既灵活
地借鉴各种解读方法，又能根据文章篇性提
出独到的见解，围绕文本最有意义的问题，

构建出极有针对性的阅读图式，而不拘泥于
文学理论框架，从而为教学设计的思路搭建
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读者在阅读这本
书时，非但不会为书中的解读束缚住思维，
相反能借助“多面镜”照亮文本某些特点时
反射出的光芒延展思路，特别是书中所提及
的一些问题很能触发读者思考，促使其在设
计教学时思维更加严密。比如，书中指出
《岳阳楼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文源于
作者的想象。因此，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
可以让学生讨论想象的精彩和想象的不合
理”。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弄清范仲
淹为何要在文中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去写想
象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洞庭湖之景。结合书中
内容可知，本文正是通过景物特征的极限对
比，来突出“悲”和“喜”这两种情绪的不
同，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如果总是计较
个人荣辱得失，心情往往会波澜起伏、阴晴
不定，看景时都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但如
果把“悲”和“喜”变成“忧”和“乐”，那
就会处变不惊。作者通过写景为议论蓄势，
勉励好友滕子京应当勤于政务，为民着想。
教师带领学生进行上述思考后，再让学生分
析文中“想象的精彩和想象的不合理”，或许
学生能给出更好的答案。结合上述可知，读
者借助书中提及的问题不断追问，在设计教
学时更能顺藤摸瓜、层层深入，而不是浮于
表面、东鳞西爪。

《基于教学视角的文本解读》可以弥补读
者的一些认知盲点，甚至打破其原有的思维
定式，更加可贵的是，书中新颖独到的见解
都是基于扎实的文本解读，作者在进行分析
时，尤其充分重视了篇章的语言特色，回归
语文教学的本体。有了这样的阅读后，教师
在课堂中能更好地围绕语文的本体性功能开
展教学，让学生真正学语文、用语文。从语
文原生态的土壤里生发的话题，能让学生萌
生对语文的兴趣，原本就对语文兴趣浓厚的
学生更能得到满足。文本解读有了确切的深
度，往往会产生迁移的奥妙，擦出乐趣的火
花。

（作者系淮阴师范学院学生）

《基于教学视角的文本解读》：

打开照亮文本的多面镜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俞国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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