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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创设情境，诱发冲突，巧妙引导学生延伸拓展，充分调动

了学生的古诗文储备。如复习“岁寒三友”的文化常识，说到

“竹”时学生背诵郑板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提到“柏”时背诵《论

语》中写松柏品格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谈到“菊”

时背诵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 周敦颐的“菊，

花之隐逸者也”，还有易安居士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

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论及“梅”时背

诵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

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

如故”和王介甫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甚至在提到“桃花”时对《诗经》中的“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也是张口即来。一切都是那么的水到渠成！学生丰

厚的古诗文积淀被李老师激发了出来，学生在 课堂上有了自

我实现的莫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学生学习的热情被李老师

充分点燃。这节课给予学生的不仅是当场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更有对其以后语文学习的广博而深远的影响。

（二）温故知新，教会学生举一反三

本节课的结尾部分探讨了这首诗的写作目的。李老师用

投影补充了诗歌的写作背景，还不失时机地引出杜甫的《咏

怀古迹（其三）》，引导学生温故知新，从学过的《咏怀古迹（其

三）》的写作目的“悲昭君以自悲也”，很自然地引导学生总结

出本文的写作目的是“悲佳人以自悲也”。

无论是古诗文积累的调动，还是写作技法的迁移，李老师

都能力设情境来诱发冲突，这种在冲突基础上的拓展和延伸

赋予了课堂更大的张力。

五、连借名家制冲突，课堂有“活力”

在探讨出佳人的形象特点是“凄惨、孤独，然而她能够保

持坚强、高洁的品质”后，李老师又放出大招，故意激化矛盾

制造冲突，用投影出示了包括徐悲鸿作品在内的两幅关于“日

暮倚修竹”的画，一幅是坐着倚修竹，一幅是站着倚修竹，让

学生思考其中哪一幅更符合诗的意境，并说明理由。李老师引

导学生从意境的角度来判断，得出的结论是站着倚修竹的那

幅画更符合诗歌意境。然而新的冲突又来了，李老师接下来公

布了答案，竟然是坐着倚修竹的那一幅！李老师适时引导：“究

竟是坐着倚还是站着倚，大家各有各的表达，只要言之有理即

可。徐悲鸿是权威，但是我们可以挑战权威。总之，通过两幅

画的比较和选择，我们把《佳人》这首诗的意境把握住了。”

第多斯惠说：“教育的艺术不在传授知识的本领，而在于

激励、唤醒和鼓舞。”李老师借名家之作连连制造冲突，在探讨

的过程中既让学生把握了这首诗的意境，又在学生头脑中植入

了不迷信权威的意识和理念，让课堂充满了蓬勃的活力。

◆案例评品

“为”与“不为”：共通的深情与期许

张　璇
（宁波市效实中学，浙江宁波  315012） 

——《侍坐章》《庖丁解牛》教学设计

摘　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和《庖丁解牛》是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

一单元的两篇诸子散文，对应“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任务群。设计时主要从“文化”的角度

切入，以“文化传承与理解”这一核心素养为引领，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与《庖

丁解牛》进行对比阅读，围绕孔子之“欲为”和庄子之“不为”，在他们相异的生存姿态中探究共

通的处世深情与社会期许，并在生活化的情境中思考儒、道哲学对民族精神的滋养，以实现引

导学生理解、热爱、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

关键词：经典文本；传统文化；“为”与“不为”；现代传承

【设计依据】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简称《侍坐章》）和《庖

丁解牛》文体上是诸子散文，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影响最大

的儒、道两家。研习这两篇经典文本时要紧扣本单元的具体任

务“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整体把握经典选篇的思想内涵，认

识其文化价值，思考其现代意义”，这也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尤其是“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具体落实。

【设计思路】

本节课是《侍坐章》和《庖丁解牛》教学的第三课时。

前两个课时分别立足两篇散文，从文言文教学的“文字”“文

章”“文学”角度安排教学任务：其一，梳理并积累重点词语

和语法知识，归纳语气助词在不同语境所表达的不同语气。

其二，理清文章的行文脉络：《侍坐章》的“言志”线索，《庖

丁解牛》的解牛过程。其三，了解文体特征，欣赏叙事技巧：

《侍坐章》的语录体特征，简洁传神的描写特色；《庖丁解牛》

的寓言体特征，形象生动的说理特点。有了以上任务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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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以“文化传承与理解”这

一核心素养为引领，将《侍坐章》与《庖丁解牛》进行对比阅读，

探究孔子与庄子在生存姿态、社会理想方面的异同。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方法与环节可概括为：诵读涵泳，文本

细读，从弟子之“为”看孔子之“欲为”；资料辅读，从庖丁之

“为”看庄子之“不为”；对比研读，“为”与“不为”的旨归；

情境表达，合作探究，“为”与“不为”的当下启示。

【教学实施】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播放央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 3·走进孔子博物馆》

片段，引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影响最大的儒、道两家的代表人

物：孔子和庄子。

二、《侍坐章》：从弟子之“为”看孔子之“欲为”

1. 诵读涵泳，品析弟子之“为”。

［活动 1］分角色朗读诸子之言，体悟前三人之“欲为”。

说明：子路、冉有、公西华欲为的都是朝堂上的治国之事，

分别侧重强兵、富国与文明。

［活动 2］背诵曾点之志，并用散文化的语言加以描绘，

赏析曾点之“欲为”。

说明：曾点描绘的是和煦春风中闲适和睦、愉悦自由的民

间生活图景。

2. 研读动词，探究孔子之“欲为”。

［活动 1］找出曾点述志中的动词，结合资料，小组合作探

究孔子与曾点的社会理想。

补充资料：

（1）浴乎沂：“祓濯于沂水”，在沂水边象征性地洗一洗，

以除灾祈福。

（2）舞雩：“雩”为求雨的祭祀仪式，伴以乐舞，称“舞雩”。

（3）《周礼·春官宗伯·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

雩……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

译文：如果国家发生大旱，就率领群巫起舞而进行雩

祭……女巫掌管每年在一定时节举行祓祭以除去邪疾，以及

用香草煮水沐浴的事。发生旱灾，就为雩祭而舞。

（4）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注释：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被认为古代圣

贤之一。

（5）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译文：以诗歌来感发意志，促成个体向善求仁的自觉，以

礼实现人的自立，最后在音乐的教育熏陶下实现最高人格的

养成。

说明：由“浴”“风”“咏”三个动词读出曾点描绘的画面

是周代礼俗的再现，表现了曾点对周礼的理想化践行，这幅画

面深深契合了孔子理想中的社会图景：礼乐教化深入人心，

一派自由和谐、天性舒展的盛世景象。

［活动 2］比较“咏而归”与“归园田居”，由“归”字看孔

子的生存姿态。

补充资料：

五十岁前：齐国为政受挫；鲁国“陪臣执国命”，不仕；修

礼乐设坛讲学。

五十岁后：鲁国仕三年，堕三都；周游列国十四年，不用；

修礼乐设坛讲学。

说明：陶渊明的“归”是由官场“归”向自然田园，是出

世之“归”。曾点与孔子之“归”，是“咏而归”，是礼乐既成后

的“归”，“归”向自由和谐的人类社会，是儒家充满温情的入

世之“归”。

《侍坐章》所写大约发生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

结合孔子五十岁前的经历可以理解其喟叹之由：社会礼崩乐

坏，主张不被采纳。但他始终思“归”，这又可用他五十岁后的

经历来印证，孔子一以贯之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生存姿

态，是“归”于和谐社会的理想。

三、《庖丁解牛》：从庖丁之“为”看庄子之“不为”

1. 朗读庖丁解牛之言，把握解牛之道。

说明：“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是解牛的关键。“天理”

是庖丁解牛时依据的自然规律。他依据牛的结构规律解牛，

避开筋骨错聚的地方，游刃于骨节间的空隙处；即使已经得

“道”，仍心存戒惧，谨慎从事。

2. 结合资料，由解牛之道品悟“养生”之道。

［活动］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之道：

                                。（总结补充）

补充资料：

（1）展示战国时期国势图。一般认为庄子是宋国人。宋国

处于中原地区，属于“四面平坦，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

（2）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

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

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

强。……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

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

说明：社会也有其“天理”，纷繁芜杂的社会就好像筋骨

交错聚集的样子，人生于世，应该顺应自然规律，避开可能伤

害自己的矛盾，不强行、妄为；即使已经得“道”，也不能得意

妄为，这样才能“保身”“全生”。

3. 联想与庄子有关的成语，进一步探究庄子的“养生之道”。

说明：“庄周梦蝶”，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鼓盆而

歌”，人与生死的关系：顺应自然；“曳尾于涂”，人与世俗功名

的关系：不为物役。庄子之“无为”是顺应天理的“无妄为”。 

四、异中思同：“为”与“不为”的旨归  

1. 结合资料，体会“为”与“不为”背后的深情。

［活动］“为”与“不为”：孔子“归”向人世，定要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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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承载的历史之“重”与时代之“思”

经典文本的文化价值在于其思想内涵的时代意义。聚焦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简称《侍坐章》）与《庖丁

解牛》 ，确定最有价值的学习内容，设定学习的起点、燃点、

收束点，都应围绕着语文课程设定的核心素养“文化传承与理

解”而铺设轨道，即便是有蔓延的“枝丫”，也应押着“思想内

涵”的韵脚。

《〈侍坐章〉〈庖丁解牛〉教学设计》（以下简称“教学设

计”）在阐释“设计依据”时，立足于课程标准与单元要求，明

确教学重点任务，将教学内容落定在“文化”这个关键词上，

这是精准的。在解释“设计思路”时，既体现了文言文教学的

整体要求，又突出了“这一篇”的独特价值；并对整体要求与

独特价值之间的意义关联作出说明——将整体要求中三个任

务的完成作为探寻文本独特价值的学习基础，帮助学生建构

深度知识，通过语言实践活动提升思维品质，有效加强了学习

的针对性。

不妨旧题重拾。课文是“谁”？获得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

真实载体。经典文本，从历史深处走来，沉淀了传统文化的精

华，其人文精神启思当代，丰富时代发展内涵，提升时代文化

品位，在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学设

计力图凸显文本的“文化”内核，以“实现历史语境的当代意

义”为文本价值导向，这是切实可行的课堂取径。有品质的教

学往往是从有品质的选择开始的。

二、“双篇聚合”的文化定位与组织方式

《侍坐章》《庖丁解牛》组成一个教学的“群”。成“群”的

依据是什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被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思贝

尔斯称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

是文化殿堂里熠熠生辉的两大“星座”。2500 年前，儒道同为

“文化思潮”，同属百家争鸣之一家；2500 年后，儒道共成“文

化符号”，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具有高辨识度的样本。尤其

是儒家文化，其核心思想理念，激发了当代学生的文化自觉与

时代担当，跨越国界声誉远播，影响力历久弥新。儒道之文化

学习方式改变：新课改的终极追求

张　悦
（宁波市效实中学，浙江宁波  315012）

——《〈侍坐章〉〈庖丁解牛〉教学设计》的“理路”与“内涵”

摘　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庖丁解牛》是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一单

元的重点篇目。探究经典文本的文化价值是学习的重点任务。从“理路”与“内涵”两个角度，重

点分析方案设计的教材定位、教学组织方式的选择、学习任务的确定与开展，以及方案设计与课

堂实践的关系等，特别强调学习方式改变是实施新课改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文化价值；双篇聚合；学习方式；愿景；真境

庄子顺应天理，不要“妄为”。探究庄子“无妄为”的劝诫背后

的“冷眼热肠”。

补充资料：

清代学者胡文英这样评价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

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

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说明：庄子悲慨于人命如草芥的惨状，冷眼看透统治者的

贪婪、社会的失序，转而一心求索养生之道，以期保全生命，

实现个体自我的救赎。无论是孔子“有为”的践行，还是庄子

“无妄为”的告诫，都怀着一份对天下苍生的深情。

2. 再品动词，探究孔、庄共通的期许。

［活动］对联“东鲁春风吾与点，南华秋水我知鱼”，巧妙

地沟通了儒、道两家共通的期许。从解牛之道中找出一个动

词，探究庄子与孔子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期许。

说明：“游刃有余”之“游”，道出了庄子向往的生命姿态：

天人合一，逍遥自适。曾点的“暮春咏归”之游，同样道出了

孔子对天人融合、闲适自由的向往。孔子与庄子，“有为”或“无

为”，殊途而同归：对和谐天人关系的期许，对人民自由幸福

的终极追求是一致的。

五、现代传承：“为”与“不为”的当下启示

［活动 1］联系那些坚守“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

的知识分子，讨论孔子与庄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

精神滋养。

［活动 2］ 思考孔子与庄子的生存姿态在疫情中的延续与

启示，以“‘为’与‘不为’：疫情中的启示”为题写一个议论

性的片段。

说明：深入体会庄子“顺应自然规律，无妄为”的现代意

义，感受抗疫过程中涌现的医生、快递员等“生命摆渡人”身

上“以‘无为’之心做‘有为’之事”的担当与大爱。

◆案例评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