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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辨性问题设置的校外古文课堂教学探微 

——以《胯下之辱》和《魏武捉刀》为例 

 

【摘要】 “思辨”的本质是让少年儿童的思维充分活跃起来，激起他们对

问题的探究欲，同时用一种更加全面的视角，辩证地看待问题。那么，教师设置

优秀的思辨性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校外教育的古文课堂中，富有内涵

的思辨性问题，可以使得课堂环节和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有些篇目中，古

人的做法无所谓对与错，如果能够结合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辩证地看待

他们的人生选择，孩子们的观点将更加全面。同时，孩子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

会得以“成长”。 

【关键字】 校外教育；少年儿童；思辨；自主 

 

一、自出心裁：“思辨性问题”之初思 

“思辨性阅读”在近些年的校内外教育中，越来越成为教师

们所倚重的一种教学手段。尤其在校外教育的古文课堂中，“思

辨”逐渐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教学“抓手”。换言之，假如少了思

辨性问题的设置，孩子们就少了一定的自主参与性，古文的课堂

也许又会陷入单纯的解释注释和翻译文章的过程中来。如此一

来，校外教育的古文课堂就变成了“鸡肋”，所谓“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而“思辨”的本质就是让少年儿童的思维充分活跃起来，学

思相伴可以带领他们更加全面、更加多元化地思考问题。如果教

师是“一言堂”式的灌输，孩子们对于知识的获取便成为了被动

接受，思考甚至是“思辨”就更加无从谈起了。在传统阅读课堂

中，教师往往更加关注自身而忽略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导致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多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没有在阅读中自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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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究竟怎样的问题才可以思辨，使得校外课堂内容更丰富，课堂

效率更高效呢？ 

 

二、寻本溯源：“思辨性问题”之内容 

笔者从近几年 10—12 岁少年儿童的校外古文教学中，逐渐

领会到：并不是所有问题都适合用思辨的模式解决。换言之，设

置思辨性问题应有一定的针对性。较为浅显的问题，如小古文《学

弈》中用到的对比手法，孩子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解答出来，这样

性质的问题，便不属于思辨性的范畴。 

对于思辨资源或者思辨内容的选择是一个反复审视与比较

的过程，在内容确定上要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审视过程。②教师在

思辨性问题的开发上，要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不断地探索。在文

本解读和教学设计时应该更加敏锐，这样“思辨性问题”之内容

才能被顺利挖掘出，当然这些思辨性的问题也要经过“实战检

验”，才能被锤炼得更加精妙。 

能激发少年儿童思考与讨论的兴趣，这大概率就是一个很好

的思辨性问题，而且，这类问题不一定只用于深奥晦涩的文章中。

下面笔者结合在 10—12 岁的少年儿童群体中，所上的两次课例

——《胯下之辱》和《魏武捉刀》，做一番校外古文课堂教学中

关于思辨性问题设置的探微。 

 

三、兵神见辱：忍下《胯下之辱》之“辱” 
引导少年儿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提出个人独到的见解，

是《胯下之辱》这节课的教学目标之一。笔者本学期在古文课堂

                                                             
①

 李冬艳：《学思相伴，让思辨性阅读绽放活力》[J]，《内蒙古教育》，2018.9 
②

 杨艳丹：《语文教学不妨多点思辨性》[J]，《语文知识》，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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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孩子们一起就小古文中匡衡、李广和关羽等人的是非功过

进行了评价，“客观而辩证的眼光”在孩子们那里逐渐得到了更

加广泛的认可。 

同样作为汉初三杰（如图 3-1），萧何一生谨慎，张良急流

勇退，都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看似完满的句号。唯独韩信，不但

屡遭贬谪，而且最终因谋反罪被“斩之长乐宫室”。③ 

 

 
图 3-1. 刘邦给“汉初三杰”的评价 

 

《胯下之辱》这节课笔者引入了苏东坡《留侯论》的文字片

段：“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④这段文字

对孩子们在思考为何韩信敢于“怒绝亭长”，而在“胯下之辱”

中，对屠夫却不敢反抗，有较好地启发。笔者适时引导孩子们开

展了一场以思辨性问题为核心的辩论赛—— 

正方：“我”更认可《嗟来之食》中的饿者和《渔父》一课

中的屈原，节气永载史册。 

反方：“我”更认可《胯下之辱》中的韩信，忍常人无法忍

受之苦，方能成功。 

以下是部分教学片断实录： 

                                                             
③

 王申奥：《苍黄钟室叹良弓——韩信性格新解及谋反动机分析》[J]，《汉宇文化》，2018.9 
④

 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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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少年 A：“人要有骨气，不食嗟来之食的人做得对，类

似的还有陶渊明。” 

反方少年 A：“不，如果他们有比尊严更重要的理想，应该

不会轻易放弃生命吧！和陶渊明一样，曹雪芹的晚年如果衣食无

忧，《红楼梦》的后几回我们也许就能看到了！” 

正方少年 B：“不要转移话题！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正是

因为他的节气青史长存。屈原宁可去湘江葬身鱼腹，也不和奸臣

昏君为伍！还有谭嗣同也是！” 

正方少年 C：“对！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

昆仑’！”  

反方少年 B：“韩信的胸怀让他成功。留得有用之身不是更

好吗？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所以我更认可韩信的能屈能伸！” 

反方少年 C：“受到宫刑之辱的太史公，也是忍辱负重，才

写成了《史记》。” 

层出不穷的举例，针锋相对的攻辩，让孩子们大呼过瘾。 

面对困境，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格，可能会造就不同的

选择，但是不能忘却初心，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这才是笔者希

望孩子们能够真正体悟到的。这节课末，对“韩信之死”的话题

（板书，如图 3-2），大家也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5 
 

图 3-2. “韩信之死”思辨小题 

 

尤其是后一个问题，笔者引导孩子们站在刘邦的视角，以一

个古代帝王家天下的角度思考，学思相伴，孩子们思维的广度得

到了一定的延伸。 

太史公肯定韩信之功勋，对其叛汉多有同情，对其贫而有志

格外赞赏，尽管对韩信叛汉持批判态度，但对刘邦逼迫韩信反汉

亦持否定态度。⑤这一话题引起了孩子们浓厚的兴趣，以下是部

分教学片断实录： 

师：“如果你是韩信，你会满足于刘邦对你不冷不热甚至打

压的态度么？” 

少年 A：“不会！大丈夫岂能久居人下？” 

少年 B：“韩信更像是为刘邦工作的，他和刘邦从来就不是

朋友。” 

师：“大家注意，韩信最后被安上了“谋反”的罪名……” 

少年 C：“老师，我觉得韩信最后就败在轻信萧何，只身前

往长乐宫！” 

少年 D：“可是吕后来喊韩信入宫，总不能抗旨吧！抗旨也

犯法！” 

师：“那么，韩信该怎么做？” 

少年 E/F/G/H：“（各抒己见）继续装病；带兵逼宫；先杀萧

何；扣下吕后当人质……” 

课堂内容在思辨性问题基础上得以延伸，让这次小古文学习

                                                             
⑤

 关庆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文化意蕴——兼谈韩信形象的流变》[J]，《学术交流》，2018.11 



6 
 

效率非常之高。 

 

四、使者杀手：拿起《魏武捉刀》之“刀” 
《魏武捉刀》的主人公是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曹操，

这位旧舞台上的“白脸”、小说家笔下的“奸臣”，笔者引导孩子

们对其形象先行探讨了一番（如图 4-1）。 

 

 
图 4-1. 课堂中孩子们关于曹操形象的争议 

 

本节课有一个重要的思辨性问题——“曹操最后为什么要派

人追杀匈奴使者？” 

其实曹操因“形陋”时常感到自卑，而崔琰则不然。 

《三国志·魏志·崔琰传》记载了崔琰的相貌：“琰声姿高

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

焉。”⑥对此，不少孩子有了自己的思考—— 

少年 A：“匈奴使者也许已经认出谁才是真正的曹操了。” 

少年 B：“这事传出去，必然是曹操的大丑闻。所以，他必

须杀死匈奴使者。” 

突然有位女生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匈奴使者的角度来
                                                             
⑥

 陈寿：《三国志》[M]，中华书局，2011.1 



7 
 

思考？” 

这也正是笔者打算引导孩子们思考的方向。之后，她旁边的

孩子补充道：“为什么使者最后挨刀子被杀，什么仇什么怨，何

至于死啊？” 

她们两个提出的观点让笔者心中一阵惊喜和赞叹：原来思辨

性问题也可以由孩子提出来！有了她们的抛砖引玉，其他孩子立

刻有了不同角度的思考： 

少年 A：“那位匈奴人，眼力甚好，可见其阅历之广，甚至

他本人也是一个英雄。” 

少年 B：“匈奴是骚扰中原数百年的大患，让匈奴拥有这样

的人物，后患无穷啊！” 

正所谓自古英雄识英雄，而英雄又忌英雄。这一层原因，孩

子们经过更为深度的思辨性研读，完美地给出了答案。 

 

五、各自生辉：再思“思辨性问题”之答案 

探究合适的切入点，设置适合少年儿童思辨的问题，这样做

不仅可以让课堂的互动性更强，也是培养少年儿童自主学习能力

的途径之一。 

我们要明确，思辨性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万不可

因为孩子们没有回答出预设的答案而断定其谬误。 

尤其是校外教育，应该始终确保少年儿童的主体性地位，时

刻提倡他们畅所欲言，敢于说出自己对问题的真实想法。同时，

教师也应该提供一定的延伸阅读素材，在课堂有限的基础上，保

证阅读无限的多元性，引领少年儿童发散思维，从不同视角看待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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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古文教学中思辨性问题的设置，还是要建立在我们教师

对所授课程内容充分研读的基础上，继而才可以引导少年儿童与

文本对话，与作者“攀谈”，与身边的孩子们组成若干个学习小

组进行讨论，这个方向笔者会在今后的校外教育中继续坚持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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