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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教「成竹」胸中長？
從「成語教學」輻射到「小中銜接」的省思

   超活

常
聽見有老師因初中學生語文底子薄，又對文言文心

存戒懼而大呼頭痛，更在不少聚會中聽到要求在小

學增加文言文教學的呼聲，但與此同時，我又收過不少

小學家長朋友的求救信息，說不懂教子女如何完成中文

功課。我看他們傳來的題目，大多相當艱深，真的超出

了我印象中小學生應有的程度，似乎小學中文科已負

馱着不少任務，已到了不忍再添加的地步。雖然

我不是前線教學工作者，但作為教材編纂者，

我不禁思忖是否還有甚麼契機可在「小中

銜接」上來點調整，便能發揮「四両撥

千斤」之效？最後發現「成語教學」

可能便是這個省力槓桿的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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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小學中文教學中鮮有獨立自成體統的「成語

教學」，如上所述，小學大概也沒有這樣的餘裕——

現在大多是從課文中勾出成語當作新詞，然後跟其

他新詞混在一起以「默書」作為評估手段，頂多將其

標示為寫作的「詞銀」，要學生盡量在作文時嘗試使

用。老師大概都會發現「成語」對於小學生來說，有

一定的吸引力，彷彿能用上越多的成語，文章便會

越好，於是不惜扭曲本意也要盡量使用成語，如此

既學不好成語，也練不好寫作。

以成語闡釋「凝煉語感」和「語境」的概念

要思考成語該如何跟主體教學框架融合始能發

揮上述成效，讓我先以右圖來概括一下成語的特質

跟教學鋪排的邏輯。成語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粹的

積澱，主要來源有二，比率較多是源自典籍、歷史

故事、寓言，如「杞人憂天」、「狡兔三窟」、「守株

待兔」等；另外，便是在民眾日常生活運用，通過

約定俗成而流傳下來的，如「爭分奪秒」、「歡天喜

地」，這類成語在表意上一般比較直接顯淺，基本上

只要明白字詞含義便可猜到成語的含 ，適合作為

初學成語者的學材——一般來說，學習成語不宜過

早，可在高小時候開始也未遲，可能效果更佳，更

易讓學生領悟學習語文的樂趣。這在後文再談相關

的教學法。由於「典故型」的成語含有較厚重的文化

含  ，所以都是沉澱到民眾生活底層去。

事實上，對於小學生來說，「語境」和「凝煉語

感」這些概念是相當抽象的，老師可先用上述源自

民眾生活的成語來解說。以「歡天喜地」為例，我們

只需要將成語稍為拆解成「歡喜」和「天地」兩詞，

然後引導學生推斷出成語含意：「歡樂得像飛上了天

再落回地上的感覺」即可，然後告訴學生成語的厲

害就是它可以將整個句子濃縮成四個字，而且相當

傳神。還可強調有些成語是將整個故事濃縮成四個

字，然後問學生想不想學懂這種「濃縮魔法」？這樣

便在學生心目中植入了「凝鍊語感」的概念。

接着便可加入「爭分奪秒」這個結構相似的成語

來闡述「語境」的概念。老師可以畫面來引導學生來

了解「語境」，例如「歡天喜地」讓人想起「大快活」

快餐店那個「彈跳起來的人形」標誌，然後問：「『爭

分奪秒』會令你想起甚麼畫面？」（測驗考試時，課

室內的時鐘）接着老師可以帶出運用成語時，要留

意成語跟句子，甚至段落的上文下理是否銜接——

「歡天喜地」和「爭分奪秒」雖然帶起的情緒好像很

不同，一個快樂，一個是緊張狀態，但不代表兩者

不能共存在一個句子中，老師可給學生兩個例句：

「我們一家人歡天喜地到迪士尼樂園遊玩，由於遊人

眾多，我們都爭分奪秒地穿梭於不同的機動遊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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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今天是學年期考最後一天，之前同學都爭分

奪秒地答題，放學鐘聲響起，大家都歡天喜地步出

校園，期待着聖誕長假的活動。」老師只要稍稍花點

時間在「凝煉語感」和「語境」兩個概念上稍作點撥，

便能對之後的成語教學作了重要鋪墊。

「語境法」的分類和分層輸入

現在教授成語離不開「語境法」、「溯源法」和

「語素法」三種，各有不同效益，所以不應只聚焦在

一種，而應該採用「雞尾酒調法」，在適當的時候用

適當的方法。如左面的「沙漏圖」所示，我認為理

想的順序應是以「語境法」、「溯源法」進行閱讀的

輸入，然後以「語素法」引導寫作輸出，全面掌握

運用的「語境」，令整個教學流程成為一個「對流循

環」。現在嘗試以啟思出版社的《胸有成竹 成語手

冊》來解說這個循環編排。成語教學的一個關鍵，

就是「量變引發質變」—— 要讓學生學好成語，便

要引導他們建立好詞庫，但老師並沒有足夠的教

時，所以必須讓學生懂得自學，那麼便要為學生按

語境將要學的成語分好類，方便學生建立「元認知」

（metacognition）系統。

啟思《胸有成竹 成語手冊》每冊 8個單元，每

單元教授7個成語，一冊涵蓋成語 56個，6冊便是

336個成語，算得上是豐富的「庫存」。而且每單元

都按成語的語義範疇劃分，讓學生更易連繫性質相

近的成語，並更易掌握使用的「語境」。見過一些成

語手冊，會以組合元素來分類，例如「動物」和「植

物」，如此學生讀起來當然會覺得有趣，但卻未必能

幫助學生記住用法，啟思的《胸》的分類原則兼顧兩

者，既有按有趣主題的類屬，例如「小動物看大世

界」的單元，也有按成語用法來劃分，例如一看「直

斥其非」這個單元名稱，便知道那是用以「批評」的

成語，所以教授的全是「貶義」用語。手冊中所收的

成語如含褒、貶義，都會以「直豎」和「倒豎」拇指

的圖符標示，盡量減低學生錯用成語的機會。體例

中當然少不了「例句」、「近義」和「反義」這些常見

項目，期望讓學生掌握使用的「語境」。另外，手冊

特別增設了「文化速遞」欄目，以滲透逐點逐滴墊厚

學生的「文化常識」，讓學生在拿捏語境特質方面越

加準繩。例如在「蜀犬吠日」中讓學生知道四川為盆

地的特徵，如果教時許可，老師還可進一步闡述多

雨高温的「盆地氣候」令蜀地自古便成為中國糧倉，

更有「天府之國」之譽；接着可以多講授「樂不思蜀」

的成語故事作延伸的終點。（相關頁面見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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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法」的縱向駁通

如果說「語境法」是關於成語的運用原則，是對

於身處時代的橫向關注；那麼「溯源法」便是傳統文

化的體認和承傳，是時代縱向的駁通。在《胸》中

就有一個欄目叫「追本溯源」，是以漫畫形式，讓學

生更易掌握故事，畢竟故事是最易讓學生記住的，

也更易引起閱讀興趣，更重要的是「圖像記憶」更

易讓人記住脈絡，跟其他知識化合的機率也自然地

增加，這亦成為「小中銜接」的最要掛鈎（這後文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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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筆 花生

路見不平

 昨天下着大雨，沒有帶傘的我急步跑回
家。忽然，我看見馬路對面有一個老婆婆推
着一堆廢紙，她只戴了一頂破舊的帽子，咬
着牙、吃力地推着車，肩膀都濕透了。

 當婆婆過馬路的時候，一輛汽車與她
擦身而過，差點撞到她。婆婆嚇得跌倒在
地，手推車上的廢紙也隨之倒地。可是，
馬路旁的人竟然袖手旁觀。

 老婆婆身上的幾個零錢「哐」一聲掉了
出來，一個中年阿姨居然乘人之危，偷偷地
把婆婆掉在地上的零錢拿走。正當我想過
去扶起婆婆的時候，有一位青年男子率先
上前幫忙，並對圍觀的人高聲說：「你們看
到老婆婆這樣也不伸出援手，不感到羞愧
嗎？」馬路旁的人頓時紅光滿面。

成語「袖手旁觀」
是指置身事外，
完全不理會。

成語「乘人之危」
指在別人有困難
時，損害別人。

成語「紅光滿面」
用得不對。

使用成語的準則（六）：忌望文生義

「紅光滿面」是形容人的精神、氣色佳。

➔ 	文中圍觀的人被青年男子斥責後感到羞愧，應該改為

「 」，形容圍觀者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

怎 樣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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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犬吠日 
意思

★	 	蜀，四川的簡稱。四川被羣山環繞，	
多雨，那裏的狗很少看到太陽，因此	
一見到陽光便會因好奇而吠叫。

★	比喻少見多怪。

例句

1 他們在藝術館向着珍奇的金石玉器大呼小叫，真是 
蜀犬吠日。【形容行為】

2 他的計劃很周全，也很有創意，你不應該因為沒有 
嘗試過而蜀犬吠日。【形容行為】

近義：少見多怪　　反義：見怪不怪

調虎離山
意思

★	比喻運用計謀使對方離開原來的地方，以便趁機行事。

例句

1 聰明的敏心想到調虎離山這個方法，在遊戲中把對方
的隊員引離營地，讓我方成功突圍。【形容行為】

2 哥哥調虎離山，帶媽媽到菜市場買菜，好讓我和爸爸
去買生日蛋糕送給媽媽。【形容行為】

近義：聲東擊西

文化速遞

四川是中國四大盆地
之一，地勢四周高、
中間低，像個盆子，
阻擋住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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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輸入」是第一層次的輸入，接着第二層次

最好就是在直接運用的語境中讓學生領會使用成語

的語感，包括怎樣用得其所——要達至此目標，便

需讓學生首先擁有辨誤的能力，所以特設「妙筆生

花」欄目，清楚標示「使用成語的準則」，引導學生

改正文中錯用的成語，從而讓學生更具體建立起使

用成語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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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 源溯

葉公好龍 
——《莊子》

 從前，有一個名叫葉公的人，他很喜歡龍，家中所
有用具和擺設，都有龍的圖案。葉公喜歡龍的事，連天
上的真龍都知道了，真龍十分好奇，於是來到葉公的家
一看究竟……

葉公看到真龍時為甚麼
一臉驚慌？

	Ａ	 	因為他不是真的
喜歡龍。

	Ｂ	 	因為真龍的樣子
很兇猛。

龍的形態真漂亮，

我很喜歡龍啊！

原來有人這麼喜歡龍，

我要去看看。

是龍啊！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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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	表面上喜歡，但實際上不喜歡，甚至會害怕。
★	比喻喜好似是而非，言行不一。

例句

1 子蕎說她喜歡游泳，卻常常缺席游泳課，難道這不是
葉公好龍嗎？【形容行為】

2 李先生經常說自己熱愛古典音樂，其實只是葉公好龍， 
不然怎會在演奏會上呼呼大睡？【形容行為】

近義：表裏不一、口是心非　　反義：言行一致

★		「葉公好龍」所指的事情與愛好有關。

★		「表裏不一」的含義較廣泛，指說話與行為不一致，不一定

與喜好有關。

怎 樣 用

在    上填上「葉公好龍」或「表裏不一」。

1	 他說自己常常行善，剛才卻避開賣旗的義工，真是 
 。

2	 逸齊說他喜歡踢足球，而且坐言起行，每天到球場 
練習，看來他不是  。

3	 他經常到畫廊看畫展，想不到他只是  ， 
對畫畫沒有太大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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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細聽思潮

如是課堂教學，老師不妨在看過漫畫後，先指

示學生不要急着完成右頁的練習，可先一起想想或

討論「葉公好龍」是用來形容甚麼情況，然後再以右

頁解說印證，當能加深印象。

以「語素法」積累的語感帶動輸出

成語的語言特色是「凝煉」，老師可以試着給學

生解拆成語中的關鍵「語素」來給學生灌輸「精煉」

語言的概念。以「葉公好龍」為例，老師可提問學

生：

1 「好」字有多少種含意？ 

（答：形容狀態的「良好」，或用作動詞，

表示「愛好」和「喜好」）

2  成語中的「好」是哪個意思？ 

（「愛好」的意思）

3  那麼「葉公」是否真的「好龍」？ 

（不是）

4  那麼「好」在成語中發揮了甚麼效用？ 

（反語、諷刺）

另外，老師可提示學生每個成語都可以充當不

同的「語素」成分，最少兩種，最多六種。例如「不

亢不卑」，除了可作為「謂語」形容主語；還可以作

為「賓語」用來表示「動作」或「行為」的成果；也

可以作為修飾名詞的「定語」（例如「不亢不卑的個

性」）；還可作「狀語」，修飾形容詞或動詞（例如

「不亢不卑地回答」）。老師當然不用給小學生教授

「主、謂、賓、定、狀、補」等語法概念，但宜以其

中一個成語為例作解說，讓學生明白成語可放在句

子中不同的位置，發揮不同的效用。以「推陳出新」

為例，《胸》裏列出下面兩個使用方法：

一、 現今社會競爭激烈，商品必須推陳出新，才能

吸引消費者。【形容事物】

二、 這位畫家不斷推陳出新，創作出與別不同的作

品，打破自己的風格。【形容行為】

一般學生都會忽略句後括引的功能，老師宜囑

學生要多留意，只要知道成語的「多元運用」，用起

來才能創作出更豐富的「語境」，令句子看起來更獨

特和富個性。

「小中銜接」的「成竹」

老師可以在六年級下學期，當完成大部分課堂

後，舉辦一個小小的投票活動，讓學生選五至十篇

最喜歡的成語故事。選出後，老師可將成語故事的

文言文本給學生，稍加點撥，引導學生拿漫畫來對

讀，然後完成簡單的「文言語譯」工作紙當作簡略的

評估即可。此舉並非要學生學會文言文中的「古代

漢語」知識，而是以學生喜歡的故事為跳板，先消

弭學生對文言文因陌生而心生恐懼，甚至抗拒。如

果能幫助學生體會到文言文原來並不太難，並卸下

心防才銜接上初中，對於學生來說已是功德無量之

舉。加上如以上面的建議引導學生認識成語，那麼

學生應該對凝煉的「語感」有一定的意會，這不啻是

讓「成竹」在學生心胸中滋長，更可說是「小中銜接」

是否流暢的重要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