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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 体 阅 读 , 立 足 文 本

师：《陈情表》是一篇感人至深的

文章。作者将自己的感情委婉真挚地

倾诉出来，获得了读者最大限度的同

情与共鸣。挚情是《陈情表》的生命。

李密的一腔衷情是敬奉给谁的？他又

是对谁倾诉的？当时那个拥有至高无

上 的 地 位 的 人 听 了 他 的 诉 说 之 后 有

没有动心？你本人听了之后有什么感

受呢？

生：李密的一腔衷情是敬 奉 给 他

96 岁 的 祖 母 的 ，祖 孙 二 人 间 的 深 情

厚 谊 就 像 一 片 冷 漠 中 的 微 火 那 样 暖

人、动人、感人。

生：当李密言辞恳切地向 晋 武 帝

尽诉衷肠时，那温情脉脉的丝带便牵

动了皇帝的同情。

师 ：武 帝 读 完 奏 章 ，仿 佛 看 到 李

密泣涕零 落 地 站 在 自

己面前，便喟然而叹：

“密不空有名者也！”

并“嘉其诚款，赐奴婢

两人，使 郡 县 供 其 祖

母奉膳”，特批了他的

辞职请求。

生：老 师 ，我 觉 得

这 就 是 真 心 真 情 付 出 的 回 报 ！ 正 如

《古文观止》所言：“至性之言，自尔悲

恻动人。”

师 ：有 人 说 ，《陈 情 表》在 感 情 的

外衣里面包裹着一颗理智的心。在以

情动人的同时，作者又以怎样的“理”

服人？你有没有被李密打动呢？请以

小组合作讨论的方式学习。

小 组 ① ：我 们 认 为 ，文 章 要 说 的

“理”，就是那句“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

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它是如此

鲜亮夺目。

小组②：作者正因为 详 尽 而 委 婉

地 叙 述 了 作 者 和 祖 母 刘 氏 相 依 为 命

的处境，由此生发感情，才使“情到理

成”，情理相融。

小 组 ③ ：我 们 认 为 ，放“ 我 ”的 真

情 在“ 你 ”的 手 心 ，固 然 可 以 将 凄 苦 、

诚恳、惶恐的思想感情曲折地表达，

但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肯定说服不

了皇帝。李密的文章入情入理，委婉

恳切，直达人心。

师：情感的表达依赖 得 当 的 语 言

形式。本文中，作者创造、改造、运用

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成语，增添了

语言的魅力，丰富了情感的表达。谁

能举些例子加以解说呢？

生：“形影相吊”，作者用来表现

自己孑然一身、无依无靠的景况是十

分妥帖形象的。

生：“日薄西山”由扬雄《反骚》中

的“ 恐 日 薄 于 西 山 ”演 化 而 来 ，而“ 朝

不虑夕”则出自《左传·昭公元年》“朝

不 谋 夕 ”的 表 达 ，它 们 一 起 渲 染 了 祖

母病情的危急和作者的忧心。

生 ：我 觉 得 ，运 用 成 语 是 一 种 重

要的修辞手段，因为成语具有极强的

表现力，成语本身是用比喻、夸张、形

容等手法构成的。

师：你们体会得很好 。 作 者 在 强

烈的情感的支配下，赋予了语言新的

生 命 力 ，创 造 了“ 茕 茕 孑 立 ”“ 气 息 奄

奄”“人命危浅”“零丁孤苦”等成语，

课例二

忠与孝：传统伦理的艰难抉择

———《陈 情 表 》的 文 化 整 合 课 例

浙江宁波效实中学 张 悦

特 点 , 处 处 抓 住 品 味 语 言 这 个 核

心 , 巧 妙 地 借 助 插 图 , 促 使 学 生 深

究 文 本 , 精 读 文 本 , 与 “媒 体 ”的 整

合 恰 到 好 处 。此 外 , 王 君 老 师 还 充

分 注 意 到 学 生 的 年 龄 特 点 , 并 没

有 深 究 知 识 的 内 涵 和 外 延 , 基 本

做 到 了 “心 中 有 知 识 , 口 中 无 术

语 ”。这 种 整 合 已 经 超 越 了 常 见 的

内 容 方 面 的 整 合 , 是 从 古 典 诗 歌

鉴 赏 方 法 论 的 角 度 来 重 组 教 材 ,

真 正 “授 之 以 渔 ”。 对 学 生 初 步 形

成 诗 歌 鉴 赏 的 能 力 有 极 大 的 帮

助 , 凸 现 了 “语 文 知 识 ”的 意 义 。

或 许 王 君 老 师 自 己 还 缺 乏 站

在 专 业 学 科 知 识 角 度 进 行 整 合 的

足 够 认 识 , 在 具 体 做 法 上 也 似 有

可 商 榷 的 地 方 。因 为 , 引 进 的 新 知

识 必 须 要 有 学 理 的 支 撑 , 符 合 学

术 界 的 基 本 认 识 。 例 如 王 君 老 师

对 “大 美 ”的 核 心 概 念 的 厘 清 就 显

得 模 糊 。 “大 美 ”类 似 于 古 典 诗 学

的 重 要 的 概 念 “壮 美 ”, 王 国 维 在

《〈红 楼 梦 〉评 论 》中 说 美 之 为 物 ,

有 两 种 , 一 曰 “优 美 ”, 一 曰 “壮

美 ”。壮 美 一 般 指 美 处 于 主 客 体 的

矛 盾 激 化 中 , 具 有 一 种 压 倒 一 切

的 力 量 和 强 劲 的 气 势 。 在 形 式 上

表 现 为 空 间 形 体 的 巨 大 、 时 间 上

的 迅 疾 、力 量 上 的 强 大 、性 质 上 的

刚 劲 。从 美 的 感 受 上 看 , 给 人 以 心

灵 的 震 撼 , 使 人 惊 心 动 魄 、心 潮 澎

湃 , 进 而 受 到 强 烈 的 鼓 舞 和 激 励 ,

引 发 人 们 产 生 敬 仰 和 赞 叹 的 审 美

感 受 。 《观 沧 海 》《次 北 固 山 下 》确

实 是 “大 美 ”之 作 , 而 《秋 思 》《钱

塘 湖 春 行 》《西 江 月 》 就 很 难 说 是

“大 美 ”了 。 王 君 老 师 即 使 刻 意 修

饰 语 言 , 也 总 有 牵 强 的 感 觉 。如 果

用 “壮 美 ”和 “优 美 ”的 比 较 来 整 合

教 材 统 领 教 学 , 也 许 更 符 合 学 理 。

其 次 , 一 个 课 时 讲 授 五 首 诗

歌 , 虽 足 见 王 君 老 师 极 强 的 驾 驭

能 力 , 但 在 “宏 大 ”的 背 景 下 , 难 免

略 有 “空 ”的 质 感 。 例 如 在 对 诗 歌

语 言 细 致 入 微 的 感 受 上 还 显 得 力

度 不 够 。

王 君 老 师 对 教 材 整 合 的 创

新 , 体 现 了 她 的 人 文 素 养 和 奇 妙

匠 心 。 语 文 教 学 的 整 合 是 一 种 创

造 性 的 劳 动 。 语 文 教 师 教 学 创 新

整 合 的 劳 动 美 和 价 值 美 就 从 他 们

各 自 的 慧 心 灵 性 中 流 淌 出 来 , 这

是 每 一 个 语 文 教 师 向 往 和 追 求 的

教 学 境 界 。所 以 , 仅 有 整 合 意 识 是

不 够 的 , 具 备 深 厚 的 专 业 知 识 也

不 应 忽 视 。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教科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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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成 语 以 多 姿 多 彩 的 情 感 样 式 牵

动着人们内心柔弱敏感的部分，直到

今天都充满了生命意义。

二 、建 构 整 合 , 创 造 文 本

师：我想提一个大家也 许 没 有 注

意到的问题：《陈情表》 全文 475 字，

大 家 找 找 看 ， 作 者 一 共 用 了 多 少 个

“臣”字？这样的措辞可能会产生怎样

的表达效果，你能体会到吗？（学生独

立阅读）

生：全文一共用了 29 个“臣”字，

其中除了“前太守臣逵”和“后刺史臣

荣 ”中 的 两 个“ 臣 ”字 指 朝 臣 外 ，其 余

27 个“臣”字均是李密自称。

师：这样的措辞产生怎 样 的 效 果

呢？你没有说明。请其他同学补充。

生：一口一个“臣”，心意切切，诚

惶 诚 恐 ，卑 微 谦 恭 ，将“ 听 话 者 ”置 于

至 高 无 上 的 位 置 ， 既 感 激 皇 恩 之 浩

荡 ，又 感 谢 武 帝 之 宠 幸 ，巧 妙 地 拉 近

了与对话者的心灵距离。

师 ：这 就 是 说 ，对 自 我 地 位 的 清

醒 认 识 和 对 皇 帝 拳 拳 敬 意 的 溢 于 言

表，使这一 奏 表 的 读 者———皇 帝 如 沐

春 阳 。 我 还 想 问 一 个 问 题 ：写《陈 情

表》的 真 正 目 的 是 辞 官 不 就 ，可 在 开

篇部分李密倾诉了些什么？你觉得，

他这样做的用意可能是什么呢？

生：寻常家事见真情。 开 头 部 分

是凡人俗事的家境铺叙。

生：拉家常是人际交往 中 沟 通 思

想、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我们学过

的《触龙说赵太后》也是这样。人皆有

情，帝王也不例外。

师：这是对武帝进行 情 感 诱 导 ：

祖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自己对祖母

存报恩之心，中间维系的还有“孤”与

“ 独 ”构 筑 的 亲 情 通 衢 和“ 相 依 为 命 ”

凝结的惺惺相惜，祖孙之情经历了近

半个世纪岁月的积淀，实现了从血缘

相连到心灵相通的逐渐演进。亲情的

滋养成为生活的慰藉，在经历了人生

种种不幸之后，特殊的祖孙之情更成

为 了 李 密 精 神 世 界 的 一 炳 光 辉 的 烛

照。

生：这也许可以看做是 作 者 深 谙

曲径通幽的道理的“有意”为之。

师：我赞成你的看法。 古 代 有 一

个不成文的规定，推让的表文以三次

为限。《文心雕龙·章表篇》说：“昔晋

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去，以

之为断。”虽然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和

不 成 文 的 惯 例 ， 李 密 却 敢 于 突 破 常

规。李密突破常规的底气在哪里？请

同学们分小组合作学习：根据文章内

容，看看李密有没有打破这种规定？

你又是怎样看待他对常规的超越的？

能写一写吗？

小组①：我们认为李 密 打 破 了 这

种规定，具体的表述如下：“前太守臣

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臣 以 供 养 无 主 ，辞 不 赴 命 ”，此 为 一 、

二；“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

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

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

职”，此为三；“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

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

进退，实为狼狈”，此为四也。

小组②：我们补充一 下 。 前 三 次

是对地方官的拒绝，写得较为干脆利

索，而最后一次可是对皇帝的拒绝，

写得委婉曲致，充满惶恐与感激。

师 ： 大 家 还 是 没 有 涉 及 核 心 问

题———李 密 打 破 以“ 三 ”为 限 的 成 规

的勇气来自于哪里呢？

小组③：那是因为李 密 被 逼 入 了

两难的困境，是尽忠与尽孝的矛盾。

我们小组还没有完全讨论好。

师：在必须作出二选 一 的 抉 择 面

前 ，李 密 突 破 了“ 三 ”的 势 力 圈 ，在 成

为 一 个“ 忠 臣 ”之 前 ，先 做 好 一 个“ 孝

孙”。他对常理的突破是以对祖母的

至 爱 至 孝 为 精 神 的 底 子 的 ， 情 切 理

直，于是充满了合理的因素。

师：皇帝的地位与特 权 决 定 了 他

们往往听不得不顺耳的声音，君臣相

谐 的 主 要 条 件 是 臣 子 的 屈 从 意 识 和

主体需求的“退隐”。李密却这样“固

执 ”地 越 矩 而 行 ，你 认 为 会 触 怒 龙 颜

吗？请大家进行二度文本阅读，试着

从 文 中 找 到 确 凿 的 依 据 来 支 撑 自 己

的观点。

生 ：为 了 避 免 触 怒 龙 颜 ，李 密 将

“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儒家伦理作为

说理的起点，这是对政治十分机敏而

成功的切入。

生：是的。“忠孝”是封建政权赖

以巩固和延续的最高准则，而“孝”又

是晋武帝的治国纲领，具有无可置疑

的 权 威 性 ，以 此 为 理 由 ，皇 帝 就 无 法

驳辩。

师：而且“以孝治天下”这句富有

政治色彩的话，对特定的说话对象武

帝 来 说 ，表 现 出 了 感 情 色 彩 ，这 是 下

属请求的矜悯，而这种请求又处处从

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凡在故老，

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这

称得上是说话艺术的一箭双雕。

生：大家的读解给了 我 启 发 。 我

突然觉得，李密侍奉刘氏之举恰恰成

为了武帝“孝政”的经典楷模，而创国

之初当然不能或缺垂范的意义。

师：你的读解有深度 了 。 这 对 于

武 帝 而 言 ，毫 无 损 失 ，仅 仅 是 以 一 个

好 官 的 暂 时 缺 席 换 得 了 对 全 国 臣 民

持久的精神鼓舞之源泉，这样好的机

会 任 何 一 个 有 头 脑 的 国 君 都 不 会 轻

易放过。我想追问一句：李密是如何

在名节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的？你

觉 得 他 为 什 么 会 对 这 个 问 题 如 此 在

乎？

小 组 ① ： 作 者 写 道 ，“ 臣 少 仕 伪

朝 ，历 职 郎 署 ，本 图 宦 达 ，不 矜 名 节 。

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

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这

种自怨自艾的表述，是晋武帝非常希

望看到的降臣的心理状态。

师 ：同 时 ，适 度 的 自 责 也 是 一 种

真 诚 ，一 种 坦 率 ，一 种 心 灵 的 深 层 剖

露，容易使对方感到亲近并产生信任

感。其他小组可以联系李密写作《陈

情表》时的背景谈谈吗？

小 组 ② ： 我 们 查 阅 了 相 关 的 资

料。李密写《陈情表》时，正处在改朝

换代的非常时期，曹氏的天下变成了

司马氏的天下，蜀魏两国旧臣中的不

少人，为了保全名节而不愿同司马氏

合 作 ，如“ 竹 林 七 贤 ”中 的 阮 籍 、嵇 康

就是例子。阮籍整天饮酒，常常处于

醉 醺 醺 的 状 态 ，从 不 过 问 政 事 ，以 此

来曲折地表示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则

公开表示不同司马氏集团合作，写了

《与 山 巨 源 绝 交 书》， 最 终 在 李 密 写

《陈情表》的前四年，被司马氏集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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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二

一次让风景更迷人的导游

何 杰

某 个 游 客 到 一 个 景 点 , 可 以

看 到 许 多 美 景 , 但 其 迷 人 之 处 未

必 都 清 楚 , 因 为 他 看 到 的 只 能 是

表 层 。如 果 有 导 游 , 不 断 地 介 绍 有

关 这 个 景 点 的 各 种 资 料 , 并 为 游

客 设 计 出 最 佳 路 径 , 最 终 使 游 客

对 景 点 有 更 深 入 的 认 识 , 那 里 的

风 景 就 会 更 迷 人 。

课 堂 教 学 也 有 类 似 的 特 点 。

比 如 , 学 习 《陈 情 表 》, 学 生 们

大 致 可 以 看 出 这 篇 文 章 写 得 情 真

意 切 , 也 可 以 明 白 李 密 的 说 服 技

巧 很 高 。 但 如 果 没 有 更 广 阔 的 知

识 背 景 , 没 有 真 切 的 情 感 体 验 , 学

生 得 到 的 所 谓 结 论 也 只 是 一 些 概

念 化 的 东 西 , 并 没 有 把

对 文 章 的 认 识 内 化 到

自 己 的 知 识 结 构 和 情

感 体 验 中 。这 可 以 从 最

开 始 学 生 对 张 悦 老 师

提 问 的 回 答 看 出 来 。 李 密 的 内 心

世 界 与 言 情 说 理 艺 术 的 高 妙 , 学

生 并 没 有 理 性 认 识 和 真 切 体 验 。

此 时 的 学 生 , 就 像 一 个 游 客 初 到

一 个 景 点 , 看 到 的 是 美 景 , 却 未 必

着 迷 。

这 时 候 教 师 的 启 发 就 显 得 极

为 重 要 , 整 合 各 种 知 识 、材 料 帮 助

学 生 在 特 定 的 情 境 中 理 解 , 就 成

了 必 要 的 途 径 。 本 课 的 教 学 目 标

是 理 解 李 密 言 情 说 理 艺 术 的 高

妙 。所 谓 整 合 , 就 是 选 取 与 编 织 各

种 教 学 材 料 达 到 教 学 目 标 。

我 们 知 道 , 影 响 理 解 的 因 素

有 三 个 : 背 景 知 识 、思 维 方 式 和 认

识 水 平 。 其 中 背 景 知 识 是 基 础 。

《陈 情 表 》 的 时 代 与 现 代 相 差 千

年 , 李 密 所 处 的 大 小 环 境 、文 中 许

多 话 的 表 达 目 的 和 效 果 , 学 生 都

很 难 理 解 。因 此 , 必 须 补 充 必 要 的

历 史 与 文 化 资 料 。同 时 , 这 篇 文 章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说 服 别 人 的 案 例 ,

是 言 语 交 际 的 经 典 范 例 。 言 语 交

际 属 于 学 生 的 日 常 生 活 体 验 , 因

而 将 言 语 交 际 的 知 识 引 入 , 可 以

拉 近 《陈 情 表 》与 学 生 的 距 离 , 使

理 解 相 对 容 易 一 些 。总 之 , 整 合 历

史 与 文 化 资 料 、 言 语 交 际 知 识 和

文 本 语 言 , 就 成 为 达 到 教 学 目 标

的 必 要 手 段 。一 旦 成 功 , 这 堂 课 也

就 成 为 整 合 教 学 的 成 功 案 例 。

这 堂 课 中 , 张 老 师 做 了 很 有

益 的 尝 试 , 课 堂 过 程 有 许 多 可 圈

点 之 处 。

比 如 ,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思 考 :

杀。

师：这些资料找得好。在 这 种 情

况下，一旦晋武帝怀疑李密辞官是为

保 全“ 不 事 二 主 ”之 类 的 名 节 ，那 么 ，

非但辞官不成，可能还要遭到杀身之

祸。因此，李密必须在名节问题上表

明 自 己 的 态 度 ， 以 打 消 晋 武 帝 的 猜

疑，扫清获准辞职道路上的障碍。为

九十有六的祖母终养余年，是人伦之

常 情 ， 尽 孝 之 情 足 以 使 武 帝 为 之 动

容；不矜名节的表态以及对新朝的忠

敬感激溢于言表，又足以消除武帝的

疑心。具有超乎平常的说服能力的李

密 保 持 的 不 仅 是 作 为 一 个 孝 孙 的 心

意，更是一个谦臣的风度。

师 ：品 读 文 章 第 四 段 ，品 味 文 字

的言外之意。思考李密是怎样解开忠

孝不能两全的死结的？哪些语句委婉

地表达了先尽孝再尽忠的两全态度？

生：“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

年 九 十 有 六 ， 是 臣 尽 节 于 陛 下 之 日

长，报养刘氏之日短也”，“臣生当陨

首，死当结草”。

师 ：这 样 看 来 ，《陈 情 表》不 啻 一

纸即将兑现的“卖身契约”，一纸死心

塌地的“卖身契约”，李密似乎隐隐表

明了祖母故去后的全部心愿。（生笑）

这 样 的 忠 恳 即 便 是 铁 石 心 肠 的 帝 王

也会掬同情之泪、哀怜之泪。此可谓

信誓旦旦，忠情可嘉。

师 ：全 班 讨 论 一 下 ，从 晋 武 帝 的

角 度 来 看 ，试 着 揣 摩 一 下 ，如 果 答 应

了李密请辞的奏章，可以从哪些方面

树立一个君王的威信？

生：数番征召已经表现出 自 己 的

求贤若渴。

生：树立李密这一典范可 以 表 明

自己以孝治国的恩德，准许李密的请

求显示自己的体察民情、宽容大度，

还得到了李密“生死陨首，死当结草”

的保证，还怕他日后不来做官吗？

师：真是个顺水推舟的人情。（生

笑）

苏轼曾说，“读李令伯 《陈情表》

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这话虽然

说得有些绝对，但文中李密用至孝之

心 编 织 的 款 款 深 情 确 乎 是 动 人 心 魂

的。再次品读文章中你最有感触的部

分，走进作者的内心，感受文章“万世

撼人心”的真情魅力。

（学生自由选择文段进行品读）

三 、意 义 再 造 , 跳 出 文 本

教 师 投 影 提 供 以 下 课 外 资 料 和

问题：

1 .一介文 臣 李 密 固 然 文 采 出 色 ，

有握椽之力，但他从哪里来的自信，

相信自己可以将皇帝说服？除了以情

动 人 、以 理 服 人 之 外 ，有 没 有 其 他 的

奥秘？

2 . 以 下 是 史 书 对 晋 武 帝 司 马 炎

的评价，请谈谈你对这位国君的基本

看法，并从中揣测他接受李密恳请的

原因。

① 聪 明 神 武 ⋯⋯ 明 达 善 谋 ，能 断

大事。

②帝宇量弘厚，造次 于 仁 恕 ，容

纳党正，未尝失色于人⋯⋯ 权 得 抚 宁

万国，缓静四方。

———《晋书·武帝纪》

3 .“忠 孝 节 义 ”是 封 建 统 治 者 的

为政纲领和为人臣者奉行的准则，而

事君主以“忠”显然是第一位的。想一

想 ，面 对 武 帝 ，李 密 为 何 不 剖 一 片 忠

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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