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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说》是兼具抒情和议论的古代论说文代表。在古代论说文的教学中，部分老师仍采用传统的文言文

教学方法，并未突出论说文的文体特征，实现其教学价值。现以余映潮和王君两位名师执教的课例为例，

对《马说》的教学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提供《马说》及古代论说类文言文新的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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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Horses” is a representative of ancient discourse that is both lyrical and argumentative. I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discourses, some teachers still use traditional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but do not highlight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discourses to realize their teaching value. Taking 
the examples taught by two famous teachers, Yu Yingchao and Wang Ju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teaching of “On Horses”, so as to provide new teaching ideas for “On Horses” and an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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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代论说类文言文以其精炼的语言、缜密的逻辑、鲜明的论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彰显出独特的教

学价值。其教学价值超越了单纯的文言语料积累，更在于学生思维潜能的激发和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

具体而言，论说类文言文条理清晰的论述和环环相扣的论证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和

连贯性。同时，论说类文言文往往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和反思，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

实，促进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共选入了 15 篇论说类文言文，体现了论说类文言文

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并未根据论说文的文体独特性进行教学，而是机械地翻译文言字词，

进行生硬地情感讲解。这种教法不仅破坏了古代论说文逻辑严密、论点鲜明的特点，还会导致学生失去

学习文言文的学习兴趣。 
《马说》是古代论说类文言文的代表作品之一，许多教师选择它进行赛课，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代表

课例，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本文以语文名师余映潮和王君执教的《马说》课例为例，对两位名师的

教学进行分析，总结名师教学经验，探索古代论说类文言文的教学规律和教学策略。 

2. 《马说》价值解读 

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795~799)，韩愈初入仕途，曾三次上书宰相以求重用，却始终郁郁不得志，

又值当时社会黑暗，小人当道，有才之士不受重视。韩愈一心报国却投路无门，于是带着愤懑的心情写

下了《马说》，发出了“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的感叹。 

2.1. 《马说》原生文本解读 

《马说》集抒情、议论于一体，短短 151 字借千里马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巧妙地

向统治者说明用人之道。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以结合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四个维度对《马说》的原生价值

进行分析。 
《马说》的语言风格以言简易丰，凝练犀利见长[1]。“言简易丰”主要表现在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

述上，短短一百余字的文章，韩愈共 15 次提及千里马，读者却浑然不觉繁复，可见韩愈在语言运用上的

造诣，如“千里马”一词，韩愈使用了直指、代指等称呼，将其转述为“名马、马之千里者”，避免称呼

的啰嗦和重复；又如《马说》中代词“之”、“其”、“是”的运用，在表达清晰、简洁的同时，避免重

复使用名词，体现了其语言精练。此外，《马说》中“辱”、“骈”、“称”、“见”、“策”、“食”、

“鸣”、“临”等词蕴含着深刻的意味。如“临”字的甲骨文是 ，其古字形模拟一人俯首下视一堆物品

之形。本义表示从上往下俯视，引申为从上面监视着，又引申为王侯高居上位对在下百姓的统治。韩愈

巧妙地运用了单一的“临”字，生动地描绘了驭马者面对真正的千里马时，非但未能识别其非凡，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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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表现出无视与不屑的神情，从而感慨“天下无马”。这一犀利运用，极其深

刻地揭示了驭马者目光短浅、不识良驹的愚昧，以及千里马遭埋没的悲哀境遇，刻画得极为细腻且深刻。 
“寓言式的说理是一种高级的比喻说理形式”[2]。《马说》托物寓意，以千里马之埋没喻贤才难遇

明主。《马说》开篇即立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继以反面论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

有”，凸显伯乐之关键。进而剖析千里马未被发掘之根源在于“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其根本原

因是食马者不了解千里马的生活特点。随后，详述食马者“不知马”之种种表现，揭示千里马于愚昧无

知者手下必遭悲剧。文末自问自答，既叹千里马之埋没，亦呼应开篇伯乐与千里马关系之论，首尾圆合，

逻辑清晰严谨。韩愈论述，先明观点，后逐层深入，多角度展现千里马遭遇之不公，于严谨论证与清晰

逻辑中，其对埋没人才之社会现实之愤慨，昭然若揭。 
韩愈倡导“文以载道”，尤为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马说》体现了其独特的用人之道，他深知人

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所在，而识别人才、重用人才则是统治者的重要职责。在文章中，他借千里马之口，

表达了自己对封建统治者不知人、埋没人才的愤慨和无奈。这种愤慨和无奈，实际上是对国家前途和命

运的担忧和忧虑。韩愈的家国情怀和用人之道在增强文章感染力的同时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2.2. 《马说》的教材定位 

《马说》是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第三篇课文，第六单元的人文主题是“古人

的哲思与情怀”，所选篇目有《〈庄子〉二则》《〈礼记〉二则》和《唐诗三首》等包含古人情趣和理趣

的作品。首先，单元导语提供了学习本单元的方法建议，要求“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培养文言语感；注

意积累常用文言词语和句式，欣赏课文中精彩的语句”[3]。其次，课前的阅读提示主要从知人论世的角

度为学生补充了《马说》的写作背景和动机，介绍了“伯乐相马”的故事，并提示学生注意韩愈提出的新

观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在阅读课文时要注意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言简意赅的行文特点。课后

“思考探究”则从思想感情、文章结构、语言表达和时代价值四方面设问，表示教材编者重视本文的在

语言、思维和情感三方面的价值。本单元的写作实践部分要求“写故事在突出情趣的同时，能够给人以

启迪，引导读者对生活、生命进行思考”。 

3. 《马说》名师课例教学流程 

3.1. 余映潮老师《马说》课例教学流程 

余映潮老师是“板块式教学”的开创者，板块式教学旨在从文体特质、学情特点等多个不同的角度

有序地设计教学板块，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与实践活动的高效协调。这一教学理念不仅促进了语文

课堂结构的优化，还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余映潮老师将板块

式教学的理念深入融合到《马说》的教学中，细致分析其执教的《马说》教学实录，得出余映潮老师十分

重视文本语言的探究，引导学生通过诵读进入文本的深层[4]。 
余映潮老师将《马说》分为两个板块进行教学[5]。第一板块为诵读，主要目标是让学生通过朗读了

解文章中所蕴含的情感。他通过四步细读法，注意句子内部停顿、把握语速、着眼于关键字词(如“呜呼”、

11 个“不”字、句末叹词“也”等)，并抓住精彩段落里的语气，让学生逐步体会作者情感，理解文本内

容。这种细读法不仅训练了学生的朗读技能，还培养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第二板块为积累，

目标是解决疑难的文言字词。余映潮老师具体分四步进行：听记积累、辨析积累、翻译积累和背诵积累。

在讲解时运用了多种方法，如辨析法、联想记忆法等帮助学生积累文言实词。最后余老师适时点明文章

主旨：“韩愈的《马说》以马为喻体，实则讨论的是人才问题”。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思维活动的直接反映。在诵读这一环节中，余映潮老师着眼于文章的精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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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种方式(学生齐读、学生代表朗读、学生自由朗读等)共让学生进行了 9 次朗读。在这一过程中，学

生不是机械地重复文字，而是通过与语言的深度互动，激活思维，思考文字背后的深层意蕴，探索作者

的情感世界，有效地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3.2. 王君老师《马说》课例教学流程 

王君老师秉持“青春语文”的教学理念，注重激发学生的青春活力和学习兴趣，通过灵性阅读、生

命写作、激情生活三条路径使语文教学过程保持青春状态，其中“文本特质和课型创新理念”是“青春

语文”的基层思想，聚焦和疗愈是“青春语文”的核心追求[6]。她将《马说》定位为“写作型文言文本”

阅读课，旨在引导学生积累文言词语、句式，学习《马说》篇章结构及韩愈的表达技巧与写作方式[7]。
王君老师以“吐槽”为教学主题，通过读写结合的方式，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还在教材基础上补

充拓展了韩愈其他的作品，并引入时代人物故事，以打通文本与时代的关联[8]。 
王君老师的教学流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课前互动与热身、文字层面积累、文学层面鉴赏、文化层

面打通。首先，通过播放“吐槽大会”视频，引入“高级吐槽”概念，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文字层面

积累阶段，王君老师让学生朗读三次课文，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对《马说》的熟

悉程度，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朗读中落实文言基础知识的积累。在文学层面鉴赏阶段，王君老师精心设计

了四次创写活动，每项活动都围绕《马说》中的核心知识点展开。在宏观创写这一环节中，王君老师巧

妙地设置转换论证主语表述的创写活动，引导学生思考“伯乐”和“明君”、“千里马”和“人才”之间

的关系，让学生在对比分析中了解“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和表达效果，领略韩愈写作构思的妙处。又

如在中观创写这一环节中，王君老师聚焦“反面论证”的论证方法，引导学生探讨当千里马和伯乐同时

存在时的论证力度，让学生认识到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在增强文章说服力和丰富表达效果方面的独特作

用。这一设计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对《马说》论证结构的理

解与掌握。最后，文化层面打通阶段展示了韩愈其他作品，引导学生感受其不同风格，并通过引入时代

人物，审视《马说》的时代价值与文本价值，建立文本与生活的联系。王君老师的教学不仅注重写作技

巧的学习，更强调对学生思维情感的激活与语文素养的提升。 

4. 《马说》名师课例异同比较 

余映潮和王君在语文界都有极高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其所执教的《马说》也各具个人特色和风格，

现对其课例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两位老师教学的相同点，并提出《马说》及古代论说类文言文教学的新

思路。 

4.1. 两位名师《马说》课例的不同点 

面对同一篇教学文本，不同的教师会依据自身情况和教学条件会对其教学内容进行筛选。余映潮老

师与王君老师虽共同执教《马说》，但其教学目标的设定和教学活动的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余映潮老师对学生们提出《马说》的学习要求“通读，积累”。通过一遍遍教师范读、学生朗读体会

文中关键词、虚词所蕴含的愤懑、不满和惋惜之情。余老师还要求学生在听记、辨析、翻译中积累文言

字词，最后由教师点明《马说》借马喻人的写作手法，介绍“说”的文体知识，点播文章“呼吁伯乐”的

中心思想。通过分析余映潮老师的《马说》教学实录，可以发现他主要运用了朗读教学法，引导学生关

注文章的关键处，成功达到了使学生理解文本内容、体会作者情感的教学目标，同时也在朗读中培养了

学生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和朗读技能。 
王君老师将《马说》的教学目标定为“学习韩愈谋篇布局以及在论证中表情达意的技巧”。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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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创设了“吐槽”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向韩愈学习“高级吐槽”的方法，将学生带入学习情境，极大

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后通过读写结合的方式将“文字、文学和文化”三个教学过程完美融合在

一块，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和逆观”四个层面对《马说》进行改写、补写、续写和仿写，在每一次

读写结合中，注重通过朗读对比发展学生的思维，增强学生对文本情感的理解，最终达成学习韩愈高超

的写作手法的目标[8]。 

4.2. 两位名师《马说》课例的相同点 

王荣生教授曾说过，优秀的教师各有特色，他们之所以是优秀教师，之所以这些课是优秀的课例，

一定有共同的元素。这些共同的元素，才是我们可以学到的[9]。在执教《马说》这篇课文时，两位老师

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 
首先，注重文言字词的积累和梳理。“学生阅读古代诗文，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文言字词，指导学生

消除这个障碍就成为古诗文阅读指导的首要工作”[10]。通过梳理文言字词不仅可以扫清学生阅读上的障

碍，帮助学生疏通文意，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累，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语感。 
第二，重视诵读在文言文教学中的作用。“诵读不仅可以促进口头和书面表达的相互转化还可以促

进口头和书面表达优化”[11]。两位老师不是只让学生停留在文字表面，更是在朗读中对学生进行语调、

语速、节奏的训练，让学生走进文字深处，感受语言的表现力，探寻文本意蕴。 
第三，注重对文本思想感情的探究和学生思维的启发。“文言文所传达的中国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

与思想，即所言志所载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学生学习的主要方面”[12]。《马说》

中的 11 个字“不”藏匿着作者丰富的情感，领悟《马说》所承载的用人之道是本篇文章教学重点之一，

教师应引导学生从文本的语言出发分析作者所寄寓的情感。 

5. 《马说》名师课例对古代论说类文言文教学的启示 

对上述两位名师执教的《马说》课例进行分析后，现根据分析的名师教学经验，总结古代论说类文

言文的一般教学原则和方法。 

5.1. 因文定教，聚焦论证逻辑 

因文定教，就是依据本篇文本的特点是什么，找到打开文本解读的钥匙。论说类文言文“极强的说

理性为主要特征、作者阐述观点的方法和逻辑”是其最大的教学价值所在[13]。 
在《马说》一文的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一观点以及韩愈

的论证逻辑[14]。不管伯乐是否存在，千里马都是客观存在的客体，且韩愈提出“伯乐先于千里马存在”

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无法论证的。因为韩愈将伯乐定义为具有识别千里马专业能力的人。由此，教师应

引导学生聚焦分析韩愈为何要采取不合逻辑的观点，进而探究背后的深层原因。结合韩愈所处的时代背

景，其实际上是以千里马为隐喻，抒发自己才华未得赏识的愤懑之情。千里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伯乐的赏识与否，若无伯乐之慧眼，即便是千里马，也可能沦落到壮志未酬、郁郁寡欢的悲惨境地。

鉴于当时的社会状况，韩愈不得不采用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论点，以此委婉地传达自己内心的苦闷与无

奈。 

5.2. 品味语言，感受文本意蕴 

文言文的核心精髓，在于其蕴含的“文化”与“文学”价值，这是历经百年仍能焕发活力与魅力的关

键所在，也是当代人思考与学习的宝贵源泉，更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当着重把握的教学要点。 
观照全文，深入品味文言文的语言魅力。《马说》全文仅 151 字，却言简意赅，情理交融。文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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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立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字里行间流露出韩愈对伯乐深切的渴求与呼唤。随后，韩愈以

“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之句，细腻描绘出千里马蒙尘受辱、

壮志未酬的悲惨境遇，其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文中长句与短句错落有致，句式紧凑有力，极大地丰富了

语言的表现张力，如“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

求其能千里也？”这一连串紧凑叙述与有力反问，强烈凸显了韩愈对千里马因不公待遇而才华埋没的深

切悲愤。文章末尾，连用三个句式整齐、排列紧密的否定句式，有力地控诉了食马者的愚昧无能，其愤

慨与不满之情尽显无遗。 
品析文言文语句，应着重把握“关键词”的解读。在《马说》一文中，“不”字作为关键词，是解读

本篇文章的钥匙。韩愈连用 11 个“不”字将其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酣畅淋漓得表现出来。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重点解读“不”字及其所隐含得情感。虽然“不”字不难理解，但每一段中的“不”字都包含

着作者不同的情感，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剖析与体会。 

5.3. 读写结合，发展思辨思维 

论说类文言文教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思辨能力。读写结合策略，通过书面表达将思维可视化，有

助于发现并纠正思维偏差，促进思辨深化。在古代论说文思辨性阅读教学中，可指导学生进行改写、扩

写、缩写及仿写等训练。 
模仿经典，训练思辨思维。古代论说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严密的论证逻辑，因此仿写应着重于论证结

构、方法及思路的模仿。仿写应选取文中精彩的论说片段进行针对性训练，实现语言和思维地深度融合。

在《马说》的教学中，王君老师精心设计了四次创写活动，每项活动都围绕《马说》中的核心知识点展

开。如在中观创写这一环节中，王君老师聚焦“反面论证”的论证方法，引导学生探讨当千里马和伯乐

同时存在时的论证力度，让学生认识到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在增强文章说服力和丰富表达效果方面的独

特作用。这一设计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对《马说》论证结构

的理解与掌握。 
撰写文学短评，强化思辨思维。评论对文本中的人物、事理及观点进行评价或阐述个人见解。古代

论说类文言文蕴含着丰富的思辨价值，因此评论性写作要聚焦于文本主旨的探究。教师应引导学生从时

代的角度出发丰富作品的当代价值，建立文本与时代、学生生活之间的联系，提供写作文学短评的思路，

促进学生思维的深化。 

6. 结束语 

《马说》作为初中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在对论说文进行教学时，教师要

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以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和“学段要求”为基准，依据文本特性，结合学

生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促进学生语言、思维和审美能力全面发展，提高学生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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