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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信息化  文言难题简单化 
——论信息化手段在五年制高职语文文言文课堂上的运用 

王  蕾 

（江苏徐州财经高等职业学校） 

摘要：文言文教学是五年制高职语文教学的重点，更是难点。在互联网时代，以学生为中心，将传统文言文教学与现代信息技
术相结合，科学地安排文言文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和要素，是个值得不断探讨的课题。本文试图从课前自主学习、课堂教学实施、
课后拓展提升等具体教学环节入手，探讨信息化手段在文言文教学上的运用，以优化今后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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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五年制高职学生必修的重要文化基础课程，文言文

的教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但是，长久以来，在语文课堂上却
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
¡±甚至，很多一线的语文老师也认为文言文教学困难重重，往
往草草了事，难以达到文言文教学的目的。 

《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指出：
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有力地推动着全球经济社会的深层变革，
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对教育改革和人
才培养提出了全新挑战，为教育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崭新
空间，以信息技术特别是宽带网络和新媒体技术为强大支撑的
新一轮学习革命已见端倪。 

受此启发，为突破文言文教学的困境，笔者通过学习和摸
索，发现：将传统文言文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科学地
安排文言文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和要素，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
能够优化教学过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突破重难点。本文以江苏省职业学校文化课教材《语文》中的
文言文课文为例，从课前自主学习、课堂教学实施、课后拓展
提升等具体教学环节入手，探讨信息化手段在文言文教学上的
运用，以促进和优化今后的教学。 

一、课前自主学习 
五年制高职的学生已储备了一定的文言知识，也具备一定

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但因为没有升学压力，文言文又与现代汉
语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大部分同学对文言文学习有强烈的抵触
心理。在传统的文言文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自主
学习，基本上是一纸空谈。 

但笔者也发现，作为网络原住民，五年制高职的学生更擅
长应用网络资源， 故在课前笔者利用超星泛雅等网络平台，以
学习小组为单位，发布教学任务书，内容大体包括：（1）学生
自主查找网络资源，了解相关文学常识、背景。 （2）结合课
本注释及网络资源，制作并上传电子知识卡片。（3）观看推荐
视频，聆听朗诵，朗读课文并录音，上传至学习平台。 

课前任务的发布，主要是围绕文言文教学的目标，充分发
挥网络优势，力图通过诵读文本，培养学生阅读和理解文言文
的能力，并借助整理上传知识卡片掌握实词、虚词、句式等文
言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 

二、课堂教学实施 
1.新课导入——用现代科技走进历史 
在传统课堂中，教师通常会分享一些与课文有关的故事或

知识来实现课堂导入。但是分享的方式往往是教师口述，即便
舌灿莲花，也很难达到显著的效果。信息化的手段则可以更有
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如在《烛之武退秦师》的教学中，笔者所
在的教学团队就利用 VR 眼镜，让学生观看数万大军兵临城下
微视频，使学生快速进入情境，体会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
感受国将不国的危机。教师顺势提问：¡°这种状况下，假如你
是郑国臣民，该采用何种方式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以此引
出课题。 

视频的呈现方式更为直观，VR 眼镜的运用更有助于激发学
生的认知兴趣，符合情境主义学习观，推动学生进入文言文学
习的大门。 

当然，受教学环境特别是硬件设施的限制，VR 眼镜等信息
化设备并不是每堂课、每个学校都能使用的，但利用丰富的网

络资源，通过图片、视频等直观方式，把¡°耳听为虚¡±变为¡
°眼见为实¡±，是拉近学生与文言文之间距离的第一步。 

2.文言知识点归纳——数据化评价，以学定教 
实词、虚词、特殊句式等文言知识点的归纳，是文言文学

习的必备环节。传统的文言文课堂，方式单一，内容冗杂，课堂
气氛沉闷。而在信息化课堂，教师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把文言知
识点的归纳放到课前预习环节，由学生自主完成电子文言知识卡
片，课堂上分小组展示成果，充分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在成果展示的同时，小组间可以利用弹幕相互补充。最后
由教师根据学生展示情况进行指导，调整教学内容，以学定教。 

为了检测对文言知识的掌握情况，教师在网络学习平台发
布测试题，学生登录平台完成，根据平台对学生答题情况的统
计分析，重点讲解错误率较高的题目。 

3.内容分析——从历史走向现实 
传统的文言文课堂普遍存在着重¡°言¡±轻¡°文¡±的现

象，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解决细碎的文言知识点，忽视了对文
章整体内容的把握，更遑论现实关照。而信息化的课堂利用课
前和网络平台更有效地解决了文言知识点，就留出了充足的时
间让教师带领学生分析文本内容，关照现实。如《烛之武退秦
师》中烛之武委婉劝说的艺术的确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
效，那么谈判有没有什么技巧可循？再如《庖丁解牛》中庖丁
出神入化、目无全牛的解牛技巧，可以引导学生同大国工匠相
关联，等等。 

这样，文言文就从历史中、从书本中走入现实，真正体现
了语文作为基础学科实用性的一面。 

三、课后拓展提升 
一说到课后部分，通常来说就是留作业。传统课堂的作业

大多是抄写、背诵等机械化的内容，很多同学都是抱着应付的
心态去完成。而信息化手段突破了原有纸质作业的藩篱，让作
业形式更为丰富多样。 

教师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作业，内容可包括：（1）完成巩固
测试题；（2）配音或角色扮演，并拍摄上传至平台；（3）根据
具体情境，撰写符合要求的文本。 

学生在平台上可以互相评分，教师参与评价。这样可以避
免一抄了事，消极应付等问题的出现。 

平台会汇总结果推送至个人，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检测结
果进行针对性复习。教师也可以根据这节课的数据统计对下节
课的教学策略重难点等进行及时调整。 

四、结语 
依托信息化网络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努力将教师的一

言堂转变为学生自主探究共同建构知识的舞台；通过平台的数
据分析和统计，教师实时关注学生学习动态，科学评价学生学
习行为；多种教学资源使用，丰富课堂学习形式，学生成为课
堂的协同设计者。在广阔的文言文学习空间中，作为一名语文
教师，希望可以引领学生在吟诵古文中咀嚼汉字，在感悟经典
中理解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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