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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古文之所以感到难，其因为古文中有大量古代词汇，它们的用法十分灵活，难
以掌握；再就是文言句式跟现代人说话、写文章的句式不尽相同。如“噫！微私人，吾谁
与归？”这就是文言文中的特殊句式。我们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学会辨别它们的方
法，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常见的文言特殊句式有倒装句、判断句、省略句等，我们来依次谈谈如何判别它们。
一、倒装句
所谓倒装句，也就是拿现代汉语的句式，跟文言文中的句式比较，觉得文言文中的

用词次序颠倒了。其实，这在古人看来，是正常的。就好比中文的“李小姐”，这一称呼，
拿英文来讲就是“密斯（小姐）李”，这实际上是一个语言习惯的问题。
出现“倒装”，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在疑问句中，如果宾语是代词，这一宾语就摆在动词或介词前面，其位置正好

与现代汉语的动宾短语、介宾短语的位置相反。例如：吾与辱之，何以也？（我想要侮辱
他，用什么办法呢？）（《晏子使楚》）。

我们在判别这一类句子是否“倒装”时，首先看宾语是否是疑问句，其次看宾语是
否是代词，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2. 在否定句中，如果宾语是代词，那么，这个宾语就放在动词前面。例如：三岁贯
汝，莫我肯顾。（《硕鼠》）。
我们在判别这一类句子是否倒装时，首先看它是不是否定句，其次，看宾语是否是

代词。值得注意的是，否定词必须直接放在代词前。如:“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
（沈括《活板》）后一个分句虽然是个否定句，宾语“之”也是个代词，但在否定句“未”和
代词宾语“之”之间有一状语“盛”，在这种情况下，动宾就不能倒装。

3.用“是”“之”作宾语前置的标志。例如：
唯利是图。（图利）
何陋之有？（有何陋）
在判别这一类句子是否倒装时，不能把“是”误解为判断词，把“之”误解为助词，否

则，就望文生义了。
4.“是以”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实际是“以是”这个介宾短语的倒装。“以”相当于介

词“因”，“是”相当于代词“此”，“是以”就是“因此”。例如：余是以记之，以俟夫观人风者
得焉。(柳宗元《捕蛇者说》)。

5.介宾短语“于……”，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放在动词谓语前面作状语，在文言文中，
则常常放在动词谓语后面作补语。例如：贫者语于富者曰（穷和尚对富和尚说）。

二、判断句
判断句古今皆有，且无词序颠倒等现象。按理说，没有什么特殊，可是，文言文中

表示判断的方式与现代汉语迥然不同。而且我们容易把某些文言判断句当做现代汉
语判断句去理解，因而造成意义上的偏差。因此，我们也把它作为特殊句式来讨论。

古今判断句的最明显的差别标志是，现代汉语的判断句常用判断词“是”，文言文
判断句一般不用“是”，即使用“是”，这个“是”也不是判断句。最普遍的文言判断句是在
主语后面停顿一下，再说出谓语部分，最后用语气词“也”收尾。例如：其北陵，文王之所
辟风雨也。（北陵市是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
有时候，在主语后面加上一个“者”字，来表明主语与谓语之间的提顿，这就是文言

文中较为典型的“……者，……也”的判断句式。例如：陈涉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
世家》）。
除此以外，还有几种情况的文言判断句要引起注意。
1.如果主语是个代词，那么，主语与谓语之间一般不停顿。例如：此后汉所以倾颓

也。（这是后汉衰败的原因）。
2.有的判断句开头有个“是”，但这个“是”是代词，不能误以为判断词。例如：然而

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是”字应译为“这”，即整句译为：这是天时不如地利。）
3.有的判断句没有主语，我们难以识其庐山真面目，但也无妨，我们大凡可以从

前一分句找到它的主语。例如：虎见之，庞然大物也。（“庞然大物也”这是一个没有主语
的判断句，可是，我们可以从“虎见之”这一分句中找到它的主语“之”，释为：老虎见了
它，以为它是一个庞然大物。）（《黔之驴》）

浅谈如何判别文言文特殊句式
●张丽莉

们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有着英勇无畏的革命
精神。其次在课文教学的进行阶段，让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谈谈“铁”字是如何表现出来的。这
就由认识中心转入探究文章写法上来，改变了
教师那种面面俱到、处处落实的陈旧教法，教
师不再越俎代庖，而是让学生在感知课文的基
础上继续怀着极大的兴趣，保持长久的注意力
对写法上的关键之处、重点之处进行深入探
究。可以说，整个教学环节以“铁”字一线贯之，
牵动学生的阅读与思考。学生从“铁”字中把握
中心，从“铁”字中学习写法。教学程序简单扼
要又一脉相承，使学生思路十分清晰，形成了
良好的学习气氛。

2.优化教学效果
从教学过程来看，主问题的提出会使学生

带着明确的问题怀着探求的兴趣进入课文，品
评咀嚼，听取点拨，参加讨论，从而使能力提高
和技巧训练合为一体，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
化。《细柳营》是一篇选自《史记》的经典写人文
章，在刻画人物形象上颇有特色，于是设计“眼
中的周亚夫”为主问题，将文本内容细化，学生
可以轻易从文中找到文帝、群臣、士兵眼中的
周亚夫形象。文帝“改容式车”的行为、劳军后
“此乃真将军也”的盛赞；将士们言必称“将军
令曰”“将军约”，两次将天子阻拦在细柳营外；
群臣的惊愕等等。通过这些人物的所见、所闻、
所感来表现周亚夫，既使学生清晰的抓住语
言、动作等描写来认识周亚夫形象，又能准确
把握住刻画人物侧面描写、对比衬托的方法。

事实证明，只有提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问题才能真正让学生在互动、合作、探究的
课堂中有效学习，才能使学生细读文本，提高
理解能力与阅读能力，避免教学内容的空洞
浮泛。

3.深化教学内容
“主问题”使提问精粹，有利于形成“读、

问、议、讲”等生动活泼的立体式双向交流的课
堂教学结构，从而增大课堂教学容量，深化教
学内容。应当说，主问题教学模式为语文与人
的教育、语文与人的气质培养提供了一片良田
沃土。例如《为人民服务》《寻找时传祥》正是通
过设置“为人民服务的现实意义”“寻找身边的
时传祥”的主问题从深度开发教材、从广度联
系现实，促进了内容的整合，从而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当然，简化教学程序、优化教学效果、深化

教学内容三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
体，各有侧重而不可偏废。三者的融合得益于
主问题的创新设计。
总之，阅读教学因为主问题的出现和运用

而使课堂变得更朴素、更实惠一些。教师在设
计主问题的过程中促进了教学思想的转变和
教学能力的长进，真正把文本读厚，把教材读
薄，更使学生充分体会到语文学习中的求索
感、创造感、成就感。

（沂南县库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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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中年级段的习作要求是：留心周围事物，乐于
书面表达，增强习作的自信心。能不拘于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
想象，注意表达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
容……可是，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呢？尤其是三年级的习作
起步教学该怎样进行，才能让学生“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习作信
心”呢？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唤起兴味。学生有了兴味，就会
用全副精神去做事体，所以‘学’与‘乐’是不可分离的。”

一、以童话激发兴趣
童话故事内容生动形象有趣，故事中充满神奇的世界、美丽

的幻想，因而赢得了孩子们的心。针对儿童的这一心理特点，引导
他们听童话，讲童话，编童话，从而激发孩子们的写作兴趣和表达
欲望，收效甚佳。

三年级一开始，我就经常利用课前三分钟的预备时间讲童话
故事，要求学生专心听，认真记，然后把听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
听。学生一听到讲童话故事，立刻精神抖擞，兴趣盎然，积极参与。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常常设计一些小环节：有时讲到结尾处，我
故意说忘记了下面的内容，要求学生把故事续编下去，引导学生
想象出几种不同的结尾；有时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小动物，启发学
生想象这个小动物在什么地方，想干什么，前后发生了什么事，结
果又如何，指导学生现编一个有关这个小动物的故事，然后把这
个故事写下来。有时让孩子们一人带一个小玩具，课堂上小组合
作，选择一两个玩具，边玩玩具边自编童话故事，然后，再把自编
的故事写下来。就这样，在习作起步教学时，运用童话故事，把学
生引入一个个童话世界，激发孩子们的写作兴趣，调动他们的写
作积极性，培养习作的自信心。

二、用绘画促进写作
小学生大多喜欢画画，他们总是兴致勃勃地到处乱涂乱画。

根据这一特点，作文课上，我引导学生自由绘画，画完后再向同学
们推荐自己的画，这样把“画”变成“话”。孩子们往往对自己的画
情有独钟，都想把画面画得更美更好，也想把自己的画更好地推
荐给大家，因此，他们个个都用心地画个不停，叽叽喳喳地说个没
完。这时再指导他们把“话”写成文，这样写作就有了乐趣，写作时
心情舒畅，而且有话可写。这样，学生不但乐于表达，写作水平得
到了提高，还促进了绘画能力的提高，真是一举两得呀!

三、让表演带动写作
三年级的学生一般天真幼稚，活泼可爱，他们大多具有表演天

赋。我常常根据习作要求和内容，编一些简短的小品，指导他们进行
表演；有时把课本内容改编成课本剧，教孩子们表演；有时根据课本
内容指导孩子们自编自导自演。对于这类表演活动，学生兴致很高，
表现非常活跃，个个都演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充满情趣。在这种
情境下，再让他们把表演过程、表演时最有趣的部分，演员们的动
作、表情等等写下来。在这样的氛围中写作文，真是趣味盎然，学生
们个个兴致勃勃，表达欲望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

四、在模仿中学习写作
中低年级儿童都具有较强的模仿性和再现性，我针对学生的这

一特点积极引导，指导仿写，使他们在仿写过程中学写、练写，渐渐
地到会写、爱写。仿写有语言仿写、片段仿写和命题仿写。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经常把课文中的优美语言作为范例来指导

学生仿写。先要求学生把那些好句子读的滚瓜烂熟，然后从语法、逻
辑出发，指导学生模仿基本句型，进行遣词造句练习，建立完整的句
子概念。有时从修辞手法出发，学写各种修辞方式的语言，扎实用词
造句的基本功。

对于课文中一些精彩的段落，就指导学生套用课文的表达方
法，进行仿写练习；有时采用课文中的一些词语，效仿课文的表达方
法，去描述与范文不相关的另一类事物。在进行片段仿写时，注意引
导学生模仿段的各种结构，探讨作者采用不同的段式进行表情达意
的原因，学会各种段落的结构形式，为成篇作文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语言仿写、片段仿写等单项训练的基础上，进行命题仿写，把

练过的单项，学到的技巧，积累的素材综合运用，组合成章。单项训
练是手段，组合成章才是目的。学生在仿写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语言和大量的素材，掌握了简单的段落篇章结构，为以后的命题作
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在三年级作文的起步阶段，要通过各种方法的训练，

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表达欲望，并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作文技
巧，为今后学习写作铺平了道路，垫实了基础，使学生在作文的起步
阶段就能稳步前进，逐步提高，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真
正做到“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习作的自信心”，从而爱上习作，做习作
的主人。

（江都市大桥中心小学）

浅谈三年级作文起步教学
●张庆媛

4.有的判断句，句尾没有语气词“也”，
甚至“者”“也”都不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
可以从主语和谓语的意义关系上判别出它
是判断句。例如：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5.“非”和“为”两个字有判断词的作用。
“为”基本上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非”基
本上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是”。例如：
如今人方为刀俎，或为鱼肉，何辞为？

（句中两个“为”均可译为“是”）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

秦。（不是兵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
文言文也不是绝对不用判断词“是”字，

汉代以后，比较通俗的诗文还是用判断词
“是”的。例如：翩翩两骑来是谁？（白居易《卖
炭翁》）

但是，就通常情况看，文言文判断句是
不用判断词“是”的。这是我们在判别判断
句时要特别注意的。

三、省略句
省略句即省略掉句子里的一个成分，如

省掉主语（《晏子使楚》：对曰：齐人也。）或者
是省略掉了一个词，承前省略主语的情况，
现代汉语中也是常见的，但省掉一个词，现
代汉语中则少见而文言文却常见，而且是容
易忽略的。故此，我们就专门谈谈省略一个
词的文言句式的判别法。

1.介词“于”的省略
只要跟“于”组成介宾短语的不是代词，

介词“于”都有可能省略，当然，不是必须省。
例如：
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岳阳楼记》）

得复见将军于此。（《史记·项羽本纪》）
复投一弟子河中。（《西门豹治邺》）
得双石于潭上。（《石钟山记》）
以上四例中的前两个例句，因介宾短语

中的宾语是代词“此”，所以“于”就不可省
略；三、四两例的句式完全一致，而第三句
省“于”，第四句则不省。

2.代词“之”的省略
当“之”与介词“为”或“以”组成介宾短

语时，可省略。例如: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为”后省略

了代词“之”）（《木兰诗》）
要更准确地判别文言文特殊句式，还得

大量阅读文言文，增加感性认识，从中找出
规律，这才是根本的方法。

（如皋市丁堰镇初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