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标，新思路，新观念。教坛上呈现出“单元

结构教学法、八字教学法、六课型单元教学法、六步

教学法四种教学方法；研究性学习、在计算机环境

中学习、小课题和长作业三种学习方式”[1]385-388的百

花齐放的局面。但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却存在

着教科书中的古诗文背诵教学往往被部分教师忽

视的问题。学生背诵古诗文困难，这是语文教师的

共识，怎样指导学生走进文本的话题，有探索者曾

做出过许多有益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有

“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跃然纸上”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等等见解，但在实际语文教

学中，操作不方便，多数学生阅历有限，背诵古诗文

仍然成为他们的拦路虎。

一、思路提示卡片背诵探索的背景

背诵教学是语文课堂阅读教学中的特殊形

式。“在阅读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背诵训

练。主要的方式有：1.编写提纲。背诵之前，可先在

心中或用文字列出全文提纲，以纲作为记忆的支撑

点。2.分解合成。把全文分成几个部分，分散背诵，

这样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然后再进合成，整篇成

诵。3.尝试背诵。不要等完全读熟了才背诵，而

要边读边背，把熟读同试背结合起来。尝试背诵

的效果优于单纯重复式的背诵，主要原因是它能

获取背诵效果的反馈信息，把注意集中于尚未背

得的材料，从而提高记忆的积极性。4.时间分

散。不要一次而要有间隔地分散时间进行背诵。

背诵的有效方式还有很多，关键要熟读精思，掌握

记忆的规律。”[2]136这些背诵方法虽然很好，却有点

只重视宏观方面，忽视微观研究。吕叔湘先生说：

“要把语文教学问题解决好，要做些基础研究，需

要研究教育心理学，需要研究语言文字本身的规

律。”[3]9

在相应的语文教材上，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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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册，背诵《曹刿论战》的要求被编者放在练习中的

最后一题，即“五、背诵课文”[4]204；九年义务教育三年

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六册，背诵《曹刿论战》

的要求被编者放在朗读·背诵中最末一题，就是

“二、背诵这篇课文。[提示]难点是第一段，可用两

人对话形式进行练习。解决这个难点后，再抓住

‘远谋’这条贯穿全篇的线索背诵全文。”[5]194；九年义

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六册，背诵

《曹刿论战》的要求被编者放在练习第一题，则是

“一、回答下列问题，然后背诵课文。（1.文中哪些地

方表现了曹刿的‘远谋’？2.曹刿在这次战役中起了

什么作用？）”[6]197；同样是背诵课文《曹刿论战》，在3

个不同时间段的人教版教科书上，或前或后，或无

提示或有若干提示，但指导背诵的方法，不够深入，

不够详细，学困生难于理解背诵优秀古诗文的重要

性，对背诵古诗文产生畏难情绪，进而直接放弃背

诵古诗文。

治学严谨的高校老师们，把古人创作的组诗组

词组曲中，有同一题目至少有两首的诗歌，有同一

词牌名无题目的词作了区分，如唐朝李绅的《悯农》

（共二首），表述为《悯农（春种一粒粟）》或《悯农（锄

禾日当午）》，唐朝李商隐的无题诗有多首，准确表

述为《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唐朝张志和的《渔

歌子》（共五首），编入课本中的是第一首，也表述为

《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北宋苏轼的《水调歌

头》，也表述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样就

让学生知道所写的所说的组诗、组词、组曲中特定

的那一首了。受高校老师们的治学启发，思路提示

卡片背诵（解背方案）中的每句取第一个字代替的

想法就变得更好理解，经过不断的语文教学探索，

方案逐渐有眉目了。

二、思路提示卡片背诵的实践完善

（一）关注背诵

背诵，即“凭记忆念出读过的文字。”[7]58记忆，就

是“保持在脑子里的过去事物的印象。”[7]612把“人类

的记忆，按其产生的时间先后分为感觉记忆、短期

记忆、长期记忆三种不同类型。”[8]193“最先是由外在

刺激影响感官产生瞬间的感觉记忆。感觉记忆保

留时间极短（不到一秒），如未加注意瞬即消失。产

生感觉记忆后如加以注意，即将讯息进一步处理，

从而产生短期记忆。短期记忆维持时间仍然短暂

（约20～30秒），产生之后如加以复习，即可将讯息

输送进入长期记忆。”[8]193长期记忆即“在时限上是按

时、日、月、年计算的，故而又称永久记忆（permanent

memory）。长期记忆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记忆，

学得的知识与技能，就在使用时之所以能按需要呈

现出来，都是靠长期记忆。”[8]202

记忆的反面是遗忘，遗忘即“忘记。”[7]1536忘记，

就是“经历的事物不再存留在记忆中；不记得。”[7]1347

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遗忘的规律是先快后慢，

特别是记得后2天之内，遗忘率高达到72%，所以不

能认为隔几小时与隔几天复习是一回事，应及时复

习，间隔一般不超过2天。不到一秒的感觉记忆，有

意强化后会转入短期记忆。短期记忆只能记住约

半分钟。只有从一个又一个的感觉记忆到短期记

忆，再从多个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的过程，懂得这

个记忆规律，对那些必须用长期记忆的知识，根据

不同的材料，分析综合，既化整为零又化零为整，只

有找出行之有效的方法，才容易记得。“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9]66不无道理！

（二）思路提示卡片背诵

在语文教育教学中，阅读教学包含着背诵教

学。背诵古诗文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是拦路虎，古

诗文对学生来说，其中有些用语，理解上有一定的

难度，时间老人给学生留下的脚印也不是那么清晰

了；但是诗文创作的作家们用耳、目、鼻、口、心去感

受认识生活，再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文字反映生活。

学生借助于生活经验，通过诗文作家的语言文字桥

梁，寻根求源，把作品的形象还原到劳动生活这个

“源头活水”中去，思路基本与作家同步，就能把握

住跳动的语言文字音符，与作家间接地互动交流，

“思路提示卡片背诵”的归宿也就在这里。思路提

示卡片背诵，即解背。简单地说是既理解又分解并

背诵。也可以这样理解：（1）学生学会先通过眼睛

阅读诗文作品，理解文意；（2）按照作品的思路，划

分成小块，化整为零，降低背诵难度系数；（3）背诵

作品，在（1）（2）的基础上，写成简易卡片形式，每句

用第一个字代替，起提示作用，化零为整，达到完整

的整首整篇作品被学生轻轻松松地背诵的目的，顺

利完成了语文教学中的背诵要求。

（三）具体应用

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岳阳楼记》第3段：

“若夫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暝

暝，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

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10]197初看该段有15

句，66个字，简言之，按总分总去背诵，背诵得快。

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分析划分并写成简易卡片形

式表述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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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朝代先后顺序，以《木兰诗》《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天净沙·秋

思》4首诗词曲为例。

（1）一首集体创作的家喻户晓的无名氏《木兰

诗》（北朝民歌）有330个字，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分

析写成简易卡片形式并表述如图2所示。

（2）一首流传千古的唐朝边塞诗《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岑参）有120个字，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

分析写成简易卡片形式并书写如图3所示。

（3）一首在人生逆境中借月抒怀的北宋婉约词《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轼）有95个字，用思路提示卡

片背诵分析写成简易卡片形式并表述如图4所示。

（4）一首誉称“秋思之祖”的元朝散曲小令《天

净沙·秋思》（马致远）有28个字，用思路提示卡片背

诵分析写成简易卡片形式并书写如图5所示。

2. 按课文长短为顺序，以《陋室铭》《小石潭

记》《曹刿论战》《口技》《岳阳楼记》《出师表》6篇古

文课文为例。

（1）一篇借陋室抒怀的唐朝铭文《陋室铭》（刘

禹锡）有81个字，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分析写成简

易卡片形式并表述如图6所示。

（2）一篇在人生逆境中抒怀之作唐朝的《小石

潭记》（柳宗元）有193个字，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分

析写成简易卡片形式并表述如图7所示。

（3）一篇古代以弱胜强的经典名作《曹刿论战》

（《左传》）有222个字，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分析写

成简易卡片形式并表述如图8所示。

图1 《岳阳楼记》第3段简易卡片

图2 《木兰诗》简易卡片

图3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简易卡片

图4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简易卡片

图5 《天净沙·秋思》简易卡片

图6 《陋室铭》简易卡片

图7 《小石潭记》简易卡片

图8 《曹刿论战》简易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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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篇清朝绘声绘形的《口技》（林嗣环）有

367个字，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分析写成简易卡片

形式并表述如图9所示。

（5）一篇让人传颂的先忧后乐的北宋名作《岳

阳楼记》（范仲淹）有368个字，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

分析写成简易卡片形式并表述如图10所示。

（6）一篇三国忠臣表文《出师表》(诸葛亮 )有

624个字，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分析写成简易卡片

形式并表述如图11所示。

在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对初中语文教科书中

的古诗文均用思路提示卡片背诵去解读，具有独创

性，新颖性，实用性。降低背诵的难度系数，学生易

记忆，记忆的时间长，效果好！用思路提示卡片背

诵把《木兰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天净沙·秋思》《陋室铭》《小石潭

记》《曹刿论战》《口技》《岳阳楼记》《出师表》分别

分析划分并写成简易卡片形式表述为18小块、5小

块、7小块、2小块、6小块、12小块、11小块、17小块、

25小块、25小块，学生对照教科书课文先记得第1

小块，再背诵第2小块，依次类推，连块成段，连段成

篇，携带方便，学生背诵就轻松多了！这10篇（首）

古诗文简单地说从耳、目、鼻、口、心几方面去分析，

把作品的形象还原到劳动生活中去，从而找到了它

们的“源头活水”，与作家间接地互动交流，为提升

学生的语文能力找到了途径。思路提示卡片背诵

方案的归宿正是如此！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语

图9 《口技》简易卡片

图10 《岳阳楼记》简易卡片(上)

图12 《出师表》简易卡片（上）

图13 《出师表》简易卡片（下）

图11 《岳阳楼记》简易卡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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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本好比一个锁钥，用这个锁钥可以开发无限的

宝藏”[11]183本方案，就是让学生们逐步学会使用思路

提示卡片背诵简易卡片形式这个“锁钥”，将来能独

立开启学习古诗文的丰富“宝藏”。

我们可以从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角度，从西昌乡土的

角度为倡导全民阅读做一些本土化的工作。书香

中国需要书香西昌。本土经典阅读，可以让西昌成

为一个富有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的城市。相信，随

着西昌本土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本土文学经

典诵读的不断推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西昌本

土文学，更加喜爱美丽西昌。大美西昌的文化名

片，会因本土经典诵读的蓬勃开展而更加富有含金

量，全民阅读的理念与本土文学经典诵读的理念会

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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