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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金牌语文老师高诗佳，用发散性思维，带领孩子从多角度多侧面来看古人的故事，让孩子们在轻
松有趣的阅读中增进对中国古代的道德、秩序的理解。本书精心挑选《古文观止》与历代的笔记小说
、传奇、古典小说中，精选出最经典的古文、最重要的50篇和名句50则，让孩子在增强阅读能力的同
时，也能一同分享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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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诗佳
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台湾创意语文名师、作文师资培训专业讲师、语文教育书籍畅销作家
、《国语日报周刊》专栏执笔、《幼狮文艺》“学测作文轻松学”专栏执笔、“新汇流基金会”网络
专栏“诗佳老师的绘本阅读”执笔、《未来少年》“高诗佳创意作文”专栏执笔；中文阅读与写作、
绘本故事专业讲师。为帮助学生们更自由轻松地读经、读诗与写作，高诗佳老师所研发的系列作文与
阅读学习法，广受台湾老师、家长及学生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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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将经典的古文转化成有趣的故事，轻松承袭典。
2、有趣、经典、长知识
3、好听的故事总是让人动容。
4、非常好的学习古文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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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故事开始学古文》书评——读古文故事是学习古文的捷径豆瓣  小鱼上学的时候学习语文最害
怕的有两个一是作文课，二是古文课。前者写不好也能胡写乱编一下，但后者却是学习起来枯燥乏味
无趣。因为古文都是文言文，离我们学习的白话文差距太远了，字词生涩，句子难懂，老师还每篇都
要求背诵，并解词翻译课文。那时候学习古文真是纯粹的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背诵，没有感到一点古文
的魅力和影响力。但是上学时期记住的古文现在也忘不了。反而是在参加工作后在单位的图书室里遇
到了白话版的《东周列国故事》《白话史记》从那个时候起从这两本书开始我喜欢上了古文，不光认
识了很多有名的人物还更加了解了很多的历史故事实和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这些古文里面所传达的
内涵和智慧让我重新认识崇拜古人的学士与智慧。在后来就渐渐喜欢古文，喜欢国学了，随后就买了
很多古文方面的书籍并通过这些书引导孩子的古文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集》《古文观止》《左
传》《二十四史》《诗经》等等。特别是在国学热的今天人们大谈国学的重要性，纷纷拿起了《弟子
规》《笠翁对韵》《论语》让孩子来背诵，不可否认孩子能背诵过了，但是仅凭着背诵一两部古文书
就是热爱国学热爱古文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学习古文的方法，也不能培养孩子真
正热爱古文热爱国学，只能是这个时代的特色现象，并不能真正传承和领会古文的魅力。亲身的阅读
经历证明了古文的学习要从故事入手，从兴趣引导，才是真正的的学习古文的捷径。当遇到这本《我
在台湾教语文系列之从故事开始学习古文》书的时候，真是爱不释手，一篇接着一篇的往下看，从春
秋读到明清，从烛之武到介之推再到孟尝君；从史记列传到明清传奇故事；从捕蛇者到桃花源记⋯⋯
一个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再现在我的眼前，仿佛我就是在哪个时代，那个故事中的人物，
时而赞叹臣子谋士的机智勇敢，时而为为古人的智慧所折服，怎么写出这么好看的故事。让我又回到
了初次接触白话古文的时期，那时真是着迷，真是从那时就爱上了古文。台湾高诗佳教授的这本书的
主旨和我的观念不谋而和——从故事开始学习古文。本书的作者高诗佳常年任教于大学，深知培养孩
子语文能力与心灵力量的重要性。懂得阅读与思考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比别人有更多面对困
境的从容与智慧。他们不会过度在意外得失，也不武断的与别人一较高下，而是汲汲于追求生命真正
的价值与愉悦。思 维开阔的诗佳老师，为了让喜爱经典与思考生命的朋友，能够用轻松，写意的方式
，穿越时空的阻隔，进入古典文学美妙殿阁，著写了这本书。本书透过典型性文章的选取，用现在式
小说的改写方式，令原本生硬的文言文章，一一变成了好看又有趣的故事。每则故事后头，都搭配着
具有巧思与讽刺意义的漫画，以及诗佳老师对故事独特的诠释，每每读来都让人拍案叫绝。当我遇到
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孩子能在家长的带领下跟随诗佳老师的魔法，一同走进中国迷人的经典
故事，那必然是无比欢乐而又丰盛的阅读过程。从读古文故事来学习古文这未尝不是一种捷径。
2、今年国学的热度愈加升温，孩子们家长们开始逐渐关注数学、外语之外的这个传统语文的新形势
，新称呼。语文课作为孩子们语言文化启蒙的基础课程，也不可避免的与时俱进，多方位思考，无论
在知识累积与还是传播上，都有了新的要求与新的高度，不再是传统的拼音识字，不再是单纯的汉语
儿歌，也不仅仅局限于近代作家的几篇散文与英雄的故事。那么，语文教学如何对待中华的文化，是
一个摆在教师与家长之间一个重要的课题。不能把语文上成政治课，更不能把语文仅仅当成一个工具
课。几十年教育上对语文教学的不正确认知，使得语文在所有主要学科中，变得鸡肋起来。基础教育
做的不好，等学生们生入初中，高中，甚至有人会惊奇的问，大学的汉语言专业是什么？学说中国话
？这样可笑而可悲的故事。作为一个少儿语文的执教者，不得不面对一个让人心疼的事实。小学阶段
的学生，对语文的课外学习，就是学习阅读与作文，学习所谓的阅读答题技巧与作文写作形势。对于
这样的教学，我一直是反对的，因为这本身就脱离了语文教育的本质。学生们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知识，知道的太少了，了解的太少了。因为这样的积累不够，也就没有丰富的阅历，丰富的知识与储
备，这样又如何可以写出好的文章。通过技巧学会的写作，就像当年的八股文一下，走字不走心。但
这样匮乏的阅读量与知识量，再究其根源，不正是对语文教育缺失的真实体现。儿孩子们不愿意阅读
，甚至厌恶阅读，厌恶写作，在于一开始，兴趣的严重缺失。话说回来，如何提升兴趣，提升对文化
获取的欲望，才正是小学教育甚至学前语文教育真正应该肩负的责任与义务。近期在朋友的推荐下，
看到了这套《我在台湾教语文》。台湾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一直是很重视的。因为此刻自己正在
教2、3年级的学生学习古代文化与故事，于是带着一种好奇与求教的心态，买了这个系列中的一本《
从故事到学古文》。作者高诗佳，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创意语文名师。他的一系列名头里
，这个创意语文是最吸引我的，这也正是我自己在做语文授课时很希望可以达到的一个目的。不是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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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取宠的博人眼球，而是用新的方式给学生们更加生动，更多知识的课堂。“好听的故事总是让人动
容”我们的教育中，对与这些古代的文字，诗篇，不自觉的妖魔化了，扣上了晦涩的帽子，其实换一
种思考方式，我们教给孩子们的，不是什么行文方式，而是古文后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用故事勾
起学生的兴趣，用故事带动他们求知的欲望，用故事告诉他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哲理。“乘着经典的寓
意，解开古文之谜。”都知道学习古文最主要的就是客服语言障碍，我们很多时候对学生的教育舍本
逐末，对于年少的学生，过多苛责在看了古文的句式，语法，反而忽略了文章本身的美丽与给我们的
启迪。但是这本书中，作者收录了从春秋战国到清朝，50个古文故事，这些故事不是晦涩的古文，也
不是生硬的翻译。作者运用自己的笔触，诙谐简单的语言，把故事生动化，灵活化，简单化。但作者
的用意，在于后面的故事延伸。全书按照年代划分，分为春秋—13篇、战国2篇、汉10篇、魏晋南北
朝5篇、唐4篇、宋3篇、明4篇、清9篇以及2篇古文的原文附录。每个故事，作者用简洁直白的语言为
读着娓娓道来，有的故事中作者会转换视角，由第三人称的描写变为第一人称的讲述，把故事变的更
有趣味性。如魏晋南北朝篇章中《列异传·定伯卖鬼》。传统文章里平铺直叙的描写宋定伯卖鬼的情
节，而作者开篇既是“子恒，我是宋定伯，让我给你说个故事，希望你能将它写成小说笔记。”这样
一来，就把故事变成了一个身边人的讲述，讲述自己如何欺骗，算计了一个我们都会恐惧的鬼，这种
富有人性化的改变，让故事的主题“人比鬼更可怕”，显得更加生动传神。而在故事的选取上，也是
不拘一格，风格题材多变。有传统教学中的《烛之武退秦师》《桃花源记》的等，也有描写神话异能
《眉间尺》《口技》，有描述爱情的《此物最相思》，也有表现侠义的《深藏不漏真豪杰》，还有许
多国内教学中很少接触到的古文名篇，每个故事选取的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与话题性。很好的提升了学
生的阅读体验。同时，每个古文事故事后，都配合一段作者对这个故事含义的阐述理解。妙处在于作
者的阐述不拘泥，不死板。如春秋篇中《左传·退避三舍》的故事，区别于传统教学里对退避三舍诚
心的表述。“故事表现出楚成王的远见与晋文公的雄才大略。表面上是晋文公讲究诚心，退避三舍有
回报楚王的意义，为晋文公博得美名；实际上就战略观点来看，以退为进正是战术的运用，指表面上
退却，其实准备进攻的一种策略。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让对手卸下过高的防备心，手法就是假装
示弱，除非对手十分谨慎，否则旺旺躁进，而容易掉入陷阱”这这里，作者提出了战术运用上的利用
，阐明了退避三舍的战略含义，同样的事情从不同角度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不局限在特有的框架，而可以多方位思考，灵活运用故事带给我们的启迪。第三部分是漫画经典，用
幽默的笔触，把故事中的经典句式，或者中心主旨，用漫画的方法，最直接的呈现在眼前。对于年纪
小的学生来说，图画永远是最吸引眼球的方法。图文并茂带来的生动效果对这个阶段的学生来说，远
远高于长篇的文字。在阅读完故事后，再通过图画加深对故事主题的印象，可以很好的配合学生去记
忆与理解。最后的一部分名句经典，如在宋代篇《伤仲永》故事后，根据故事拓展了东汉王充《衡论
》中的名句“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不学习就能掌握知识，不勤问就能理解
，自古还没有这样的事。凭借一己的能力与智慧的确不够，如果能以本身的才能做基础，加上好学，
能力就会不断提高，将有更好的发挥。相关成语不进反退”一段叙述，把这段话联系前文的故事，很
好的结合到一起，起到举一反三的妙用，也延伸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储备，名句积累。相关成语的概括
更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概括提炼了全篇的主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整本书一起读完，有很多的惊
喜与反思，相比于传统课本，这套我在台湾教语文，更加的富有人性。生动活泼，知识多而不乱，杂
而不繁。把学与思考结合，把知识与道理结合，把文字与文化结合。把兴趣与学习结合。推荐老师阅
读，打开不同的思路；推荐学生阅读，提高阅读兴趣；也推荐对传统文化有兴趣的家长阅读，与自己
的孩子一起看故事，讲道理，学做人。不过书中也有一些我个人认为，应该增添一些的内容，比如每
个故事的原文对照，还有一些故事为了更加简洁而缺少了必要的转折，这都会给学生的自主阅读带来
一些小麻烦，不过瑕不掩瑜，全书一套9册，很期待其余几本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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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在台湾教语文：从故事开始学古文》的笔记-第3页

        这是本书的第一章，写的是春秋时期的古文。第一个古文是“烛之武的离间计”，分为四部分，
一是经典故事（把古文改编成了现代文故事），二是诗佳老师说（老师点评上面的故事）三是漫画经
典（故事呈现的漫画）四是名句经典（古文中的经典句子，附加汉语解释）。简短的一片古文让作者
诠释的好理解明白。非常好，真是对古文学习的一个桥梁，很好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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