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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降临好运降临““小达人小达人””

□杭州外国语学校 许海萍

时隔5年回到初中教学，拿到2017年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看到熟悉的篇

目——《〈孟子〉三章》，我特地去查看了《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的那句名言——“故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当我看到“空乏

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时，心里有点失落。

10多年前，对这个“行”字，我与学生

曾有一番讨论，也产生了可喜的成果。

第一轮上课使用2006年人教版九年

级下册《语文》，大家都没有异议。

2012年第二轮备课的时候，我细嚼之

中发现有些别扭。

全句的主语是“天”，“天将降大任于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一系列

分句都是“使动用法+其+名词”结构，编列

排比，朗朗上口；可到了“行拂乱其所为”却

没有遵守这一构成规则，下文也再未出现

与“行拂乱其所为”相同结构的短语，使得

整体风格不够协调。

按照当时教参的全文翻译，“行”译成

“种种行动”，作名词解，但之前的分句都承

接得很自然，唯独此句来个“行”，总觉得有

些多余。

老祖宗是这么写的，教材是这么编的，

后生晚辈还能怎么样？

但是孟子有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我

仍心有不甘：有没有别的解读方式呢？“行”

一定要做名词当主语来理解吗？可否当状

语用呢？

备课组里的资深教师提出意见，“行”

可作“将”理解，作为修饰动词的副词。翻

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果如其言，“行”有

“将要”的义项和用例。

但是翻译成“将要使他的事业不顺”，

好像这句又变成了前面诸句的结果，况且

总句已经有一个“将”，语义不是重复了吗？

再看“行”字义项中有关“做”的后面，

还有一个并列的义项“行动”。联想到词类

活用现象，我马上有新的理解：名词作状

语，如“在行动上”“用各种行为”“做出各种

行为”……这么解释前后文义贯通，“行”字

用法合情合理。

这次梳理出5种解释，我比较赞同其

中的3种，但学生总希望教师能有确定的

答案，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解释

会感到无所适从。

上课时，我就让学生自己去讨论定夺，

能自圆其说即可。学生在我5种解释的轰

炸之下，各抒己见，也在预料之中。

有些学生只好拉着苦瓜脸，老老实实

地记下这5种解释，勾选出自己认同的其

中一种。我以为这样是对学生尽到责任，

这令人费神的“行”字之争终于可以告一

段落。

正当我沾沾自喜时，发生了戏剧性的

转变。

在“抽去句读，理解性朗读”的环节中，

有个学生读破句，将这一句读成了“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全班的第一反应是——读错了。

没想到这个学生没被吓住，坚持自己

的立场：“这样读不是更顺口吗？”

当我们犹疑地按照他的断句来读，发

现确实顺口多了。

他继续解释：“老师，你看，这样结构都

和前面一样了。肯定是编书的人把标点弄

错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觉得自己很偏执，沉迷在“行拂乱其所

为”的短句里不能自拔，为何没想到句读有

问题呢？真的，“行”字一挪到前句，句式、

意思、语感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很多学生还在疑惑，我给他们解释：古

人写作原本无标点，后人为方便诵读才辅

以句读，出错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你太有才了，为我们打开了一扇

窗，解除了我一直存在的困惑，谢谢你。”

我向那个学生致谢，其他学生也都纷纷

点头称是。

虽然因发现真相而兴奋不已，不过，为

谨慎起见，我课后马上去查了资料。

网上关于这个细小的知识点的资料并

不多，但庆幸的是，我还是找到了两篇对此

论述比较全面的文章：一篇是《对〈孟子〉一

段名言的断句的商榷》（罗献中，《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2009年第6期），另一篇是

《对“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商榷》（作

者不详，2009-4-6）。

两篇文章论述的角度很全面，验证了

“身行”连用的合理性，更加让我肯定了那

个学生善于思考、敢于质疑的课堂表现。

我和学生们感到不解的是：2009年就

有“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句读论证，

为什么教材编写者却无动于衷呢？

据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所查，东汉赵岐

在《孟子注疏》和朱熹在《孟子章句集注》中

都断本句为“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权威句读”通行1800余年无人质疑。

今天，我再上网查询相关的研究，也能

找到持此观点的文章，如《“空乏其身”还是

“空乏其身行”》（王松，《现代语文（学术综

合）》2016年第7期）。无奈声音太小，容

易被淹没。

从这件事中我意识到：做一名教师，要

有独立理解和判断的能力。

我们总觉得编者水平专业、考虑慎重，

选进教材的一定都是好文章。如果我们发

现一些不通或反常之处，就会帮编者或作

者自圆其说，认为这一定是别有深意，是不

容置疑的。这样的惯性思维，自己想想都

觉得可笑。

教书不能尽信书，如果我们尝试理性

客观地去审视，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并没有

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事物有缺陷是正常

的，回避或扭曲才不正常。

因此，课堂上的文本解读不应人云亦

云，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发现问题不妨抛

给学生，师生一起摸索探讨，从不同角度大

胆设想，小心求证，

或许会找到让人豁

然开朗的答案。

但这并不等于

盲目的质疑或否

定，而是鼓励学生

打开视野，敢于挑

战，在思维碰撞中

达到教学相长的目

标和境界。

于无疑处有疑 张祖平（楼主）
不久前，网上盛传

某地一小学校长要求

教师候课，即提前 3 分

钟站在教室门口或操

场，等待学生进入教学

区域。对于这种做法，

你怎么看？

yhglll
教师处事当以育

人为目的，时时处处做

好学生的典范，统一在

门口候课的教育意义

何在？是为了证明对

学生的尊重吗？还是

让教师的形象在学生

心目中更加高大？

龙泉许东宝
教师牺牲一两分

钟，能换学生平安、自

己心安，还是值得的。

上体育课之前让

学生收心难 ，我就会

抱着“能少一事尽量

少一事”的想法，上课

铃响前一两分钟就在

操场盯着。让学生养

成好的习惯很难 ，有

教师在眼前，学生会自

控一些。

陈爱娟
为了管理学生，25

年前，本地领导就曾提

倡候课。

当时的学生，下课

约等于放飞。当年为

了让学生收心，适当的

候课确有必要。

而今再提候课，似

乎显得有些意外：

一是经过多年的严

格管理，教师都能很自

觉地执行上课流程；二

是教室多在高层，学生

不会跑太远、玩太嗨。

教师如果课多，前

一节课下课都来不及

去办公室喝口茶，就得

匆 匆 奔 赴 下 一 个 教

室，工作压力增大，效

果适得其反。

宋国萍
如果教师在属于学生的课间10分

钟内，提前两三分钟带着肃穆凝重的

面容出现在教室门口，学生那些充满

生机、契合孩童身份的行为，就会戛然

而止。

如果教师提前两三分钟进场，轻

声参与学生三三两两的讨论，摸摸表

情略带轻愁的学生的脊背，看着学生

们嬉戏欢笑，不打扰，只欣赏（关注），

这样的候课才有意思。

有时，教师换了发型，穿着新衣，

可以提前3分钟到场，消解学生刹那间

的好奇之心，以免影响正常上课氛围。

总之，候课这一行为，关键看姿态。

徐如松
巧了，昨晚看弘一法师李叔同

的专题片，片中讲到李叔同在杭当

教师时，每次上音乐课都提前几分

钟进教室，坐在讲台前静静地等待

上课铃响。

我在一线当教师时也经常候课。

从小处讲，候课可以抵制前一节课教

师的拖课行为；从大处讲，候课可以让

教师了解班级的更多情况，督促学生

做好下一节课的准备，从而提高课堂

效率。

教
师
候
课
，你
怎
么
看
？

教 无 定 法

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向学生借书
□宁波市镇海区贵驷小学 胡晓玲

作为语文教师，我深知阅读的重要性，但如何提高学生阅读的
积极性，令我煞费苦心。

有一个通用的办法是建立班级图书角，开展图书漂流活动。
这天，班级里正在进行好书推荐活动，有个学生推荐了《调皮

的日子》，作家风趣的文笔让人读了忍俊不禁。
等学生推荐完，我随即说：“这本书肯定很有趣，能借我看一

看吗？”
学生满口答应。
课间，我没有离开教室，认真地读起了这本书，一边读，一边和

借书给我的学生交流起来：“书中这一段真有趣啊。”“后面还会发
生什么？”……

过了几天，我读完书还给他，为感谢他，还送了他一枚我亲手
做的书签。

这让其他学生羡慕不已，一群学生围住我，争相要把书借给
我看。

见他们热情高涨，我明白这是一条引导学生深入阅读的新路，
暗暗高兴，更想借机实行。于是，我决定提高借书门槛，告诉他们：

“老师平时空闲时间比较少，如果想要把书借给我，一定要说出书
的大概内容和精彩之处。我感兴趣了，才会问你借。”

对学生来说，能把自己的书借给老师，想想都觉得自豪。为了
这个目标，他们重读课外书，铆足劲寻找书里最特别的地方，以便
下次介绍的时候能够引起我的兴趣。

向他们借完书后，我总爱在教室里阅读，让他们看到我读书的
进度，也便于他们向我推荐新书。

更多的学生悄悄地买好这本书，打算跟着我同频阅读，好和我
讨论书里的情节，还暗暗地跟我比阅读进度。

一时间，荐书、借书、读书之风
在班里盛行。我感觉向学生借书
好处多多：一是教师可以观察学生
的阅读动向，和学生产生共同的阅
读话题，做比较深入的阅读交流，
增进师生关系；二是倒逼学生主动
阅读，提升阅读品质；三是由于学
生有向师性，教师借阅的书会立刻
在班级中流行，扩大了好书的传播
范围，发挥了教师在学生阅读中的
导读作用。

□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 张理想

当下，“项目化学习”“跨学科学习”“单元整

组教学”“思辨型课堂”等已成高频词汇，都特别

强调整合。之前，我将整合的范围狭隘地理解为

一个单元，现在发现，其实整组教学可大可小，可

以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整合。

一、多个目标整合
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一有一道题目，让学生

正确读出句子“种子睡在松软的泥土里”的重音，

目的是使学生认识到，同一句话朗读时的重音不

同，强调的内容就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同。

这让我联想到，可以用同一句话来训练学生

不同的能力。

语文园地里刚好有一篇描写春天的《笋芽

儿》，第一段的前两句话很有特色。我请学生朗

读第一段，比较这两句话的长度，然后把第二句

话简化，改成两个相对短一点的句子，意思不变。

通过一系列的训练，学生明白了，一个完整

的句子需要一个主语，如果前后两个句子的主语

是同一个，意思又有很强的连贯性，可以把两句

合并成一句。

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都很强，我接着

训练重音的朗读，也很成功。

二、多种课型整合
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口语交际的主题为：长

大以后做什么？

我决定将其与学生的写话训练结合在一起，

题为：人为什么要有理想？

“我们在学习《道德经》的过程中，通过班级

讨论，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人活着的意义在于

为这个社会多作贡献，为身边的人带去温暖。下

面请大家拿出纸笔，写下自己的理想。”

10分钟后，全班来了一个理想大碰撞，学生

提出长大想做律师、火车司机、数学教师……并

说出了各自的理由。

42个学生，42种职业，未来的42位才俊，他

们都想着能为他人带去什么，能为他人做些什

么。我看见了42颗如水晶般纯净的心灵。

三、课堂内外整合
如何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解决实际生活中的

问题，这需要智慧。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难题，

而传承几千年的经典文化就可以成为破解难题

的金钥匙。

一天，班里的两个学生把衣服弄湿了，我让

他们去办公室用我的吹风机吹干。

打开吹风机的瞬间，我的手感受到烫，脑海

中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小心烫到

学生，我是否就是好心干了坏事呢？

我当时就请这两个学生回答一个问题：在生

活中经常会发生自己满腔热情为他人，得到的却

是他人的误解，该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我提供给学生两种思维方式。

第一种：我一心为你好，你却反过来说我的

不是，真要把我气死。

因为从二年级开始，我就领着学生们学习

《道德经》，甲学生劝我：“不要生气嘛，你不是教

我们要像水一样‘心善渊，与善仁’吗？”

乙学生指出：“你这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

自己。”

我又说出第二种思维方式：好，我不生气。

反正好事我已经做了，你不理解就算了，我包容

你对我的不友好态度。

甲学生马上意识到：“这就是《道德经》里面的一句

话——‘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乙学生认为：“我觉得你还是有些不甘心。”

我总结：“你们说得很对，这种心态表明其实

心中还是有余怨，毕竟心里还存在对错、好坏这

些标准。”

两个学生同时点头。

我问：“那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呢？”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各种想法，说得

非常有道理。不知不觉，湿衣服已经吹干了。

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为促进学生多元发展，针对学科和体艺
素养，开展第六届“小达人”评选活动。累计获得5次“小达人”称号
的学生，可转动心愿大转盘1次，抽取奖励。日前，303班“小达人”
王米诺抽到“跟着校长去研学”奖励时露出灿烂的笑容。据悉，该奖
励内容为远足至缸窑古村玩陶泥，由校长领队，目前抽中该奖励的
“小达人”已有41名。

（本报通讯员 向慧敏 摄）

教学整合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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