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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文言句读题的常见错误
类型及教学策略

杨　 华　 　 徐哲纯

　 　 【摘　 要】句读能力作为文言阅读能力的基础,关涉到学生准确朗读文本,整体理解文意,传承文化精神。
文章针对学生作答句读题出现的句子结构推断错误、文本关键信息提取错误、辨析古今词义错误、感知交际语

气和感情色彩错误、古代文化常识理解错误等错误类型,提出相应的读题教学策略。
　 　 【关键词】文言句读题;错误类型;教学策略

　 　 句读,旧称“文辞语意已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

须停顿处为读”。 句读能力是培养学生疏通词义、识
别语法、感受音韵等文言阅读关键能力的基础,关涉

到学生准确朗读文本,整体理解文意,传承文化精神。
在测评层面,师生们目光往往聚焦于词义理解题、文
章主旨探究题等高回报率的题型上。 句读能力作为

文言阅读能力的基础,俨然成了教学的盲点与学生的

难点。
学生在高三的大型考试中面对句读题,仍出现出

人意料的作答,如割裂完整的判断句、误辨句子成分、
混淆虚词用法等。 本文尝试剖析高中文言句读题的

作答错误类型,提出相应的句读题教学策略。
一、句读题作答的错误类型

在 2017 年版课标“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命题建

议”中,句读题的命题依据来自“阅读与鉴赏”这一维

度。 “‘阅读与鉴赏’侧重考查整体感知、信息提取、
理解阐释、推断探究、赏析评价等内容。”借助句读题

高综合性的特点,这类试题能够多角度、多层次地考

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语言运用能力和思维能力。
也因为句读题的这类特性,学生的作答错误类型有多

种不同表现。 综合来看,大致可以归为下述五类:
(一)句子结构推断错误

学生在推断句子结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运用

文言知识推论、演绎句中语法逻辑的思维过程,往往

需要文言语感作为可靠支撑。 对于一些结构复杂的

文言句子,学生无法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和文言语感

进行合理推断,时常破句。 如:
“贾生名谊 / 洛阳人也 / 年十八 / 以能诵诗属书闻

于郡中 / 吴廷尉为河南守 / 闻其秀才 / 召置门下 / 甚幸

爱”(2019·全国新课标Ⅰ卷)

此句有多个可供学生作为句读标志的成分,如判

断句标志“也”、介词短语后置句“以能诵诗属书闻于

郡中”、作主语的成分“吴廷尉”等。 由上述可见,句
读题充分考量了学生“推断”复杂句子结构的能力,
合理且成功的推断离不开学生的文言语感。

推究学生无法合理运用文言语感的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学生学习经验中的语法知识长期处于静态,在
文言文和现代文中都有分析不清句子中的主、谓、宾、
定、状、补成分的困难。 另一方面,则是学生在面对文

言篇章时,不能调动自己所储备的文言知识,用来判

断字词在具体文本语境中的意义和用法。
(二)文本关键信息提取错误

句读题选自文言文本,而文言文阅读的语料选材

多元,包含史传类、诸子散文、写景散文、政论、记叙小

品文等诸多种类。 相较于现代文而言,学生整体把握

和理解文本的难度更大一些。 一旦学生对于文本关

键信息把握含混,就容易对句意理解产生偏差,从而

影响句读判断。 如:
“初 / 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 / 故皇再从三从弟

及兄弟之子 / 虽童孺皆为王 / 王者数十人 / 上从容问群

臣 / 遍封宗子 / 于天下利乎”(2021·新高考Ⅰ卷)
提取下文中臣子封德彝的回复的信息可知,“天

下”在这里代指百姓,而非国土。 前后对话围绕着天

子治理百姓的职责展开,概括此句中唐太宗与臣子的

议题就应该是 “ 遍封皇族子弟对治理天下是否有

益”,因此学生应以“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和“于

天下利乎”为划分的切入点。
不能有效提取、概括前后文关键信息很大程度上

与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策略有关。
关键信息提取能力的缺失必引起句意理解的误差,影

·0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 5　 　 高中语文教与学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响学生句读的判断,应当重视学生在解答句读题时阅

读策略的使用是否到位。
(三)辨析古今词义错误

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鉴于

一些词汇在古今含义中的联系,学生在句读时如果无

法根据文言语境正确辨析古今词义,就会造成句读错

误。 如:
“九月 / 契丹大举入寇 / 时以虏寇深入 / 中外震

骇 / 召群臣问方略 / 王钦若 / 临江人 / 请幸金陵 / 陈尧

叟 / 阆州人 / 请幸成都”(2021·全国甲卷)
“中外”一词,在现代汉语语义中常表示“中国和

国外”,在文中指的是“朝廷内外”。 由于契丹军队的

入侵,朝廷内外震惊惶恐,这一理解与皇帝召集群臣

讨论应对政策时,不同地方的官员请求皇帝到地方上

避难形成呼应。 基于这一认识, “ 王钦若 / 临江人”
“陈尧叟 / 阆州人” 这两个判断句才能够分别承接

前文。
学生对文言语境中古今词义异同的不敏感,有两

个原因造成:一是日常书写、阅读时随意性较强,并不

注重古今词义的区分,混而接受之;二是现代社会中

复杂的文白交杂的口语交际语境,使学生在口语表达

时没有明确的区分意识。
(四)感知交际语气和感情色彩错误

除古今词义差别辨析会影响句读判断外,学生还

会因为不能正确感知交际语气和感情色彩,产生句意

和文意的错误理解,造成句读错误。 古人在日常交流

和写作时,有许多现代交流中鲜用之词语,如句首发

语词“若夫” “然则”等;如感叹词“呜呼” “悲夫”等;
如句末语气助词“焉” “也”等;其他不一一列举。 以

感叹词“呜呼”为例,文言文中该词有时表示赞赏,如
《尚书·周书·旅奖》 中“呜呼! 明王慎德,四夷咸

宾。”有时表示对不幸的事表示叹息,如《捕蛇者说》
中的“呜呼!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而在现

代汉语语境中,“呜呼”常常与“死亡”相关联,如老舍

在《春华秋实》中“我呢,老怕一口气不来,就呜呼哀

哉。”学生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使用“呜呼”这一叹词

时,首先要表达的意思与老舍文中一致,表示“完蛋

了”“死了”。 在文言语境中,“呜呼”这类放在语首的

词汇,需要前断。 而学生因为缺少足够的训练和理性

的辨析,往往将现代口语交际中的意思代入到了文本

中,使得误解常有发生,影响句读的判断。
(五)古代文化常识理解错误

文言文本距今时代较为久远,常有一些古代文学

常识增加理解句子难度的情况。 综合来看,学生对于

常见古代文化常识理解错误有以下几个角度的划分:
一是人名及字、号;二是官名及其所负职责;三是地

名、山水名;四是风俗、服制、科技等。 其中,二和四推

敲失误是比较集中的难点。 如:
“谓《会典》成于刘健等 / 多所糜费 / 镌与修者官 /

降粫修撰 / 俄以《实录》成 / 进左中允 / 再迁翰林学士 /
历吏部左 / 右侍郎”(2016·全国新课标Ⅲ卷)

此句中“粫”是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作礼

器的物品,“降粫” 则表示降低身份,而非降职。 而

“再迁”则是表示升官,“俄以《实录》成”是升官原因。
又如:

“翻即奉命辞行 / 径到郡 / 请被釔葛巾与歆相见 /
谓歆曰”(2022·上海市高考样卷)

此句中“釔”为直袖的单衣,“葛巾”为“葛布制作

的头巾”,二者有着淡出世俗、不慕名利的文化内涵。
教师必须认识到,包含文化常识的句读题往往多方位

链接了学生课内外的语文知识,以及学生对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积累广度和深度,与学生古代文化常识的

掌握程度也是高度关联的。
综合上述分类来看,学生句读能力的错误类型及

原因能够综合反映其文言文阅读能力在各个方面上

的欠缺。 揭示学生句读能力的不足及其原因,有助于

进一步改进文言文阅读教学,提升学生文言文阅读

素养。
二、提高学生句读能力的教学策略

(一) 精选典型语例,促进学生建构文言语言

模型

根据学生句读题的得分情况,讲解过程中教师应

精选学生文言文学习经验中的典型语例,促进学生建

构文言语言模型。 其关窍在于教师利用经典语例,帮
助学生达成“联系”与“思考”。 具体到做法,教师在

进行句读题教学时可以组织学生将课文或学习材料

中的典型语例作梳理,勤加背诵,形成自己的语料库。
以被动句为例:

“臣诚 恐 见 欺 于 王 而 负 赵。”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传》)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屈原列传》)
“悲夫! 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

(《六国论》)
“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鸿门宴》)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上述文言语例都是被动句的不同表达形式,其中

既有以“为……所” “见”等有标志词的句子,也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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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标志性被动词、需要根据上下文意思理解的句

子,还有与现代汉语被动句具有相同形式的句子。 在

句读题训练与讲解时,教师通过组织学生收集、背诵

相关语例,与含有被动句结构的句读题建立联系,鼓
励学生思考语例之间的规律,则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自觉,由“他力”过渡到“自力”。
此外,教师还应组织学生梳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

和特点,解答其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共同疑

难,在熟悉的现代话语语境中为学生积累语言模型,
回到文言文阅读中分析和实践。

(二)借助不同版本,调动学生分辨能力

上海中学副校长、特级语文教师樊新强曾呼吁在

文言文教学中应“关注学生自主句读的意识”,利用

存在版本争议的教学文本,将不同版本的句读方式介

绍给学生,引导学生在反复辨析中品味文本内涵。 统

编版高中语文教材所存在的一些有版本争议的语例

正适合作为师生进行批判性、探究性句读训练的素

材,为师生合作研讨提供空间。
有学者就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两册中所

存在版本争议的课文进行研究,历数古代学者及当今

业内学者对《师说》中“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标点的划分解读,探析《鸿

门宴》中“独骑” “步走”语段的争议。 把这些争议在

句读题训练时作为组织学生合作研讨的“切入点”,
一来谈论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可以作为学生自主学习

的材料;二来在各持主张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批

判性思考的意识。
(三)依托多种辅助材料,为学生自主句读提供

情境

教师通过为学生搭建相应的句读学习的情境,针
对辨析古今词义、文化常识、古代交际语气和感情色

彩等进行主题学习,能够建立起师生“积极的语言实

践活动”。 教师在进行句读题教学时,可以提供未加

句读的语篇,允许学生借助工具书,完成自主句读。
工具书的选择,应优先考虑那些涉及古代汉语字音字

形演变、词义变化的书籍。 《说文解字》 可以作为句

读教学中理想的工具书。 《说文解字》总结了汉字九

千多个字形,进而归纳出 540 个部首。 探究文言文本

中疑难字词在《说文解字》中的历史源流,则以可视

化的方式呈现了汉字字义的演变,加深学生对字词的

理解和感受。 学生在句读过程中遇到生字时,可以通

过辨认部首、回忆同音字、观察字形结构等方式探究

字义,从而解惑。
上文描述学生句读错误的另一困难是“对过去

的‘名物’不熟悉”。 教师在句读教学中可借助多种

形式的辅助资料,为学生在句读时建立起古今联系。
在诸多材料中,名家字帖兼顾了审美价值和文学价

值,适宜作为句读训练的工具。 以王羲之行书字帖

《兰亭集序》为例,教师对学生进行句读训练时,可鼓

励学生尝试运用自己的句读知识浏览字帖内容,梳理

文章情感线索,思考情感产生和发生变化的原因。 在

阅读字帖作品的过程中,记录判断句读停顿的心得困

惑以及对相关学习任务的看法结论,提示学生对句读

错误进行整理和分析。
(四)整合教学内容,关注学生句读经验

教师在进行句读题教学时,会为学生总结一些解

题方法,但更应关注学习方法是否到位。 除了通过让

学生圈划句读依据、讲解句读思路等方式考察,还应

积极整合教学内容,在日常文言教学中加入句读元

素,增加句读经验。 例如,有教师统计了《荆轲刺秦

王》一文中所有的时间副词,共有 52 处使用了时间副

词,其中“乃”“遂” “既”等词的频率极高。 教师可以

依托文本进行“时间副词” 的专项句读训练。 又如,
有教师指出《伶官传序》 对于感叹词的运用尤其出

彩。 依托文中感情色彩强烈的句式,如“呜呼! 盛衰

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与尔三矢,尔其无忘

乃父之志!”等,可以进行古代交际语气和感情色彩

的探究,疏通句读时的疑难关节。 除了在教材文本中

找寻教学点,教师还应加强对学习任务群的审视,关
注不同学习任务群中与句读知识有关的学习资源。
如,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第八单元的学习任

务为“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 教师可以聚焦本单元

在阐释文言词语的“一词多义” “古今异义” “词义变

化”等语言规律和现象时所展示的丰富语例,利用吕

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等语言学家所撰写的专业性、
可读性极强的学习资料,开展句读教学。

句读能力包含了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文言知

识等规律的运用能力,不仅是学生习得典范的古代汉

语用语知识的重要能力要素,还是吸收传承中华文

化、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思想的支架和工具。 重视句

读教学,对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整体提升起到积极

的作用。 教师在进行句读训练时可尝试通过上述方

法,落实更加扎实的句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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