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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选读》是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

教材之一，这本教材根据先秦诸子中的七子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

其论著的主要思想和艺术特点，选编成七个单

元，每个单元由 1 至 7 篇课文组成，每篇课文

由“标题”“引入话题”“阅读文选”“思考与练

习”“相关链接”五个部分组成。这本教材是新

课程改革选修课程的产物，是专家和编者精心

梳理，大胆取舍，用心编排的心血结晶。在日益

强调传统文化与经典诵读的背景下，这本教材

对高中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受制于选修课程的安排和教学实际

的可操作性，虽然作为选修教材，但在实际的

教学中，很多老师仍是运用必修教材文言文教

学的方法来上课，就可能出现如下的情况：教

师从文言教学的角度，逐字逐句地讲解字词的

意义、用法和句式；又从理解的角度，逐章逐段

地分析诸子思想的深层内涵和现实意义。这样

的教学固然详尽完整，但始终使用这一种方式

教学，不仅有违选修课程设立的初衷，而且会

使教师教得腻烦，显得“无味”，学生学得“无

趣”，教与学容易陷入枯燥重复的恶性循环。
那么，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先秦诸子选读》

的教学呢？除了改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

外，本文侧重从教材的选编和整合的角度探讨

有效的教学策略。这本教材是新课程改革的一

种尝试，并且从 2006 年开始使用至今，并未进

行任何的调整与修改，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

用课程改革赋予教师自主开发使用教材的权

利，结合学生的学情实际和教材编者意图，从教

材整合的角度探讨《先秦诸子选读》的有效教学

策略。本文仅以该教材重点单元《论语》《孟子》
选读为例，同时由于文言教学是常规，是基础，

教学策略灵活多样，此处不做展开论述。
一、调整单元内课文顺序

教材中的课文往往以诸子的某一思想、品
质、精神或艺术特点为主题，选择若干片段组

成一篇课文，如《论语》选读单元的第一篇课文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即以“担当精神（社

会责任）”为主题，《孟子》选读单元的第一篇课

文“王好战，请以战喻”，就是以“设喻说理”为
主题。根据梳理可以发现，各单元内每篇课文

的安排似乎没有一个标准或顺序，教学时不容

易对诸子，尤其是对其主要思想形成较有序、
系统的认识，如《孟子》选读单元，第一课是《王

好战，请以战喻》，此课侧重于孟子的说理形

式———设喻，以此为第一课固然因其生动有趣

可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但也容易因先表达形

式，后内容思想，给人主次不分之感。可以按照

诸子思想、精神的主次顺序以及先思想内容，

后表达形式的顺序安排课文，如《孟子》单元可

将课文的授课顺序安排如下：《仁义礼智，我固

有之》（性善论与仁义说）—《我善养吾浩然之

气》（大丈夫的气概）—《王何必曰利》（义利观）

—《人和》（和谐）—《民为贵》（民本）—《乐民之

乐，忧民之忧》（与民同乐）—《王好战，请以战

喻》（设喻说理）。
又如《论语》选读单元可将顺序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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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义）—《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担当精神）—《当仁，不让于师》（师生关系）—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学）—《有教无类》
（善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儒家智

慧）。
二、重组“阅读文选”中的选段

每篇课文中的“阅读文选”包括若干则先

秦诸子论著中的选段，内容与每篇课文的主题

相关，通过选段的阅读学习，使学生对孔孟的

某一思想或表达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

因此同一个主题中的选段要按一定的逻辑顺

序或条理编排，使教师和学生容易把握到选段

的层次关联，从而更好地阅读理解孔孟的思想

内涵。教材中不乏有这样的范例，如《论语》单

元的第五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是

编排合理有序的典型，主题是孔子的义利观，

共有 10 个选段，细读分析不难发现，其中 1—3

选段讲的是常人之义，4—10 选段讲的是君子

之义，两者之间是由浅入深的关系。
而有些课文的选段安排较为无序，失之于

零散，不利于学生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如《孟

子》单元的第五课《人和》，主题是团结和谐，共

有 4 个选段，其中 1、4 选段涉及的是君民之

和，2、3 选段涉及是的君子之和，若能调整两者

的顺序，将君民之和的两个选段放前，将君子

之和的两个选段放后，那学生在阅读时就容易

发现两者的关联，且两者之间也有一个范围从

大到小的关系。又如《孟子》单元的第一课《王

好战，请以战喻》，主题是孟子设喻说理的艺术

之妙，共有 4 个选段，本意是想让学生理解孟

子比喻背后的道理，因此顺序不是太重要，但

若能考虑到孟子的设喻灵活多变，位置不同，

作用也有所差别。如果能顾及设喻和说理的顺

序：有的先设喻后说理（2 则），有的中间设喻说

理（1 则），有的先说理后设喻（3、4 则），这样可

以更好地体会孟子的比喻之妙。
三、适当删减与主题关联不紧的“阅读文

选”中的选段或部分

作为选编教材，任何一种整合或重构，都

可能会有一些内容不能与课文的主题完美地

融合，特别是有些选段是原文全选，难免顾此

失彼，有部分内容不合当篇课文主题或较难以

理解，因此教师可以对某些选段进行有针对性

的删减，或使选段更突出主题，或使选段更易

于理解。如《论语》单元的第四课《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中主题是关于“仁”的第 5 则选段，“子

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

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

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

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就可以将“何事

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的内容删去。
这样，学生就会将理解的重心放在本课的主题

“仁”上了，同时也避免了学生陷入“仁与圣”之
区别的难点之中。

四、增补辅助理解的其他选段及现实材料

有些选段因为背景资料不足和时代隔阂

的关系，学生不容易准确理解文段的内涵，教

师也不容易讲透。在这种情况下不妨补充一些

辅助理解的选段，帮助学生加深对相关选段的

理解。如《论语》单元的第二课《当仁，不让于

师》第 8 则选段：“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

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尽管课文

有相关注释，但学生也很难从为师之道上去理

解孔子发誓的行为。若补充《论语》中的“可与

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

言”，就不难引导学生理解孔子对见南子的事

不做过多解释的原因是怕越说越不清楚，以致

自己的言语失当，所以干脆只发誓不解释，可

见他对待学生真诚坦率又保有自己的原则。
同时对选段的理解若能和现实联系起来，

就可以更好地把握诸子思想的现实意义和普

适价值，因此不妨在“相关链接”部分也提供一

些现实材料，让学生运用所学的诸子思想分析

材料，把握材料的本质，提升对诸子思想的认

识与理解。如《论语》单元的第六课时《有教无

类》涉及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

若能提供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关教育不公平的

事例材料，例如歧视问题学生、排斥患艾滋病

的学生等，就会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有教无类的

深刻内涵———尊重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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