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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趣法”在初中部编教材文言文课前预习中的运用
张金花
东莞南城阳光实验中学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   课前预习是语文教学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有在预习充分的前提下，学生才能在课堂上
学得更加高效。同时，课前预习有利于提高学生自学的能力，有助于提高语文素养。而由于学生对文言文的畏
难心理，文言文的课前预习效果一直不太显著。要保证学生能做好课前预习，就要想办法“激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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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是初中语文教学中一块“难啃的骨头”，由
于文言文本身语言的晦涩难懂，学生理解有难度，且
文言文不像小说一般情节跌宕，故事精彩，内容偏枯
燥乏味。很多教师文言文课上得枯燥乏味，学生听得
昏昏欲睡。我认为，要想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求知，
学有所获，就要先重视学生的课前预习。

预习是学生课前的一种自主认知活动，是自觉运
用所学知识和能力对新授知识预先进行了解、质疑、
思考的求知过程。充分的课前预习，往往可以使课堂
教学更高效，学生收获的知识就更多。新一轮语文课
程改革对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等都提出了新的
要求，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不像以前是老师一味地传
授知识，学生盲目地接收知识。预习作为学生自学的
重要环节，应该要得到教师的充分重视。课前预习应
该要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出助力课堂的作用。很多教
师一直都有布置学生预习的习惯，但收效甚微。原因
主要在于，很多教师虽布置了课前预习，但在布置预
习时基本都是笼统地布置，比如“预习课文《岳阳楼
记》”，即只让学生预习课文，没有给学生明确的预习
任务。又如部分教师为节约课堂时间，加快教学进度，
布置的课前预习内容繁多，像扫清字词障碍，概括课
文内容，批注赏析优美句子，完成课后练习等一大串
任务，这容易让学生产生反感、畏难情绪，对老师布
置如此繁多的语文预习任务，学生要么随便在书上勾
画两笔，要么直接抄同学的答案，要么放弃语文预习，
选择做其他科目作业。这种种原因造成了初中生预习
普遍低效的现象。

因此，要达到课前预习的高效性，首先要保证学
生对所学的内容产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
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本华说过 ： “预习兼有助读和作业
双重功能，或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或调动阅读期待，
或与以前学习有所勾连……目的在于引导、铺垫、提
高阅读兴趣等”。可见“激趣”在枯燥乏味的文言文教
学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主题激趣

关于课前预习，首先，教师要充分了解初中语文
课前预习形式的多样性。课前预习作业不仅有常规性
作业，还有探究性作业。另外，除了单篇课文的预习，
也可以安排的单元整体的预习，甚至是整本书的预习。
对一篇文章的理解，不管是现代文还是文言文，或者
是自己的作文，主题是永远不能忽略的一个要素。尤
其在当下“群文阅读”兴起并流行的背景下，对单元
主题以及整本书主题方向的把握非常重要。以整本书
文言文主题为例，整理如下：

七年级上册的文言文有《陈太丘与友期行》《咏雪》
《〈论语〉十二章》《诫子书》《狼》《穿井得一人》《杞
人忧天》共七篇，这些篇目有一些是寓言故事，主要
是呈现了一个哲理，故事性强，趣味性强。

七年级下册的文言文有《孙权劝学》《卖油翁》《陋
室铭》《爱莲说》《河中石兽》共五篇，这些文言文主

要体现人物品质。七年级下册所选的现代文也大部分
是刻画人物品质，整本书主题一致，方便进行知识点
突破，从对人物形象的“会分析”到“能写作”，是七
年级下册主要掌握的一个目标，读写结合，用好教材
文本的示范性作用。一旦文本被赋予了功能，学生的
学习兴致就高了。

八年级上册的文言文有《三峡》《答谢中书书》《记
承天寺夜游》《与朱元思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
贵不能淫》《愚公移山》《周亚夫军细柳》共八篇。主
题主要是包括揭示古人让人敬佩的品质精神以及歌咏
自然山水，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

八年级下册的文言文有《桃花源记》《小石潭记》
《核舟记》《北冥有鱼》《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虽有
嘉肴》《大道之行也》《马说》共八篇。这些篇目都是
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包含了作者的情感与价
值取向。通过这些文章去了解作者背后的故事，也是
非常有意思的。

九年级所选的文言文是流传至今的名篇，《岳阳
楼记》《醉翁亭记》《湖心亭看雪》《鱼我所欲也》《唐
雎不辱使命》《送东阳马生序》《曹刿论战》《邹忌讽齐
王纳谏》《出师表》共九篇。这些文章体现的家国情怀
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

对文言文主题的挖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去接近古人伟大的思想境界，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去学习古人的优秀品质，不失为“激趣”的好方法。
二、设疑激趣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有
自己的心得，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疑问，并能运用合
作的方式，共同探讨疑难问题。欣赏文学作品，能有
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
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旧教材每篇课文也有导语，但部编版新教材侧重
于预习提示，这是编者激发学生学习文章兴趣，帮助
降低预习难度，提高预习效率的有效途径。精读篇目
以“预习”的内容呈现，自读篇目以“阅读提示”的
内容呈现。它是部编语文新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教学资源。这个版块的内容都给
了学生课前预习一个很好的指引，内容除了有文意的
提示，也会包含一两个小问题，引导学生做课前探究，
让学生带着这个疑问去读文章，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
阅读兴趣。

比如九年级上册的《岳阳楼记》“预习”中有这样
一个问题 ：“本文题为《岳阳楼记》，但并未具体描写
岳阳楼本身，这是为什么呢？带着问题，参照注释读
课文，看看文中到底写了哪些内容。”在预习提示中，
教材编写者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题目叫《岳阳
楼记》却又不写岳阳楼，这是为什么？学生顿时就被
这个问题吸引住了，并且也产生了要去探究文章内容
的欲望。

总而言之，课前预习必须要有明确的任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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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标，围绕教材的预习提示，或者课后练习问题，
又或是教师从文本中挖掘一个有探究意义的重难点，
抛出问题给学生，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预习文章，有了
疑惑就有求知欲，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这样的课前预
习会更高效。
三、分层激趣

一个班的学生知识水平总是不完全一致的。在检
查预习的过程中，发现没完成的总是那几个学生。主
观地来看，是这几个学生学习态度较差，爱偷懒。而
客观地来看，其实是因为他们真的不会做，于是决定
放弃。当出现这样的问题时，教师就应该要注意，统
一布置的课前预习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生。所以，课前
预习尽量不要统一布置，要“因材施教”。基于学情把
课前预习任务分层，设置不同梯度的课前预习，这样
学生不会因为预习难度过大而产生畏难情绪，进而失
去学习的兴趣，而优生也可以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从而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以八年级上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
一篇议论文，也是学生首次接触的文言文议论文，且
部分语句比较晦涩，所以一部分学生在理解上有一定
难度。对于学困生，可以给他们布置稍微简单的基础
任务，比如朗读全文，将注释批注在文中字词旁，划
出自己理解不了的句子等；程度中等的学生，在学困生
的基础上，要求背诵名句；而对于程度较好的学生，在
完成疏通字义，能明白文章内容的基础之上，可以提
前思考课后练习中的题目，比如思考探究的第二题“结
合课文内容说说你对‘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 的理解，
并另举一两个事例来证明这一观点。”另外，由于学生
课前预习的目标不同，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能
梯度的问题提问对应层次的学生，同时也要鼓励学困
生大胆认真地勾画自己不能理解的句子，积极帮助他
们解疑。

总的来说，“分层激趣”的原则是，学困生不畏难，
中等生有求知欲，优等生有挑战性。
四、活动激趣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
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
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提高
学生的语文能力。”

一味地批注赏析，背背记记，文言文就显得更加
枯燥乏味，尤其在初中，众多趣味性强的科目一起“争
宠”，往往语文就容易被学生抛弃。其实，文言文也可
以很有趣。比如，学生可以通过预习后课前演讲、用
图显文、文言文改写成小说、课本剧表演等新颖的方法，
引导学生在这过程中去理解课文中的重点词句，把文
意疏通，并对内容和主题进行更深一层的理解。

比如，在教学八年级上册的《愚公移山》时，课
前预习可以布置一个任务，准备一场辩论赛——“愚

公到底傻不傻”。学生在预习过程中，立足文本，去找
论据，作为课堂辩论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首
先必须读懂文意，经过七年级的训练，常规的课前预
习步骤学生都已基本成为常态动作，懂得如何查找资
料来读懂一篇文言文。其次，要求立足文本找证据，
学生要对句子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并且进行概括。最后，
还要得出自己的结论，确定正方或反方立场。这样的
课前预习既富有趣味性，又富有挑战性，极大地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再如，教学七年级下册的《孙权劝学》，课前预习
可以布置小组作业，小组内自行安排角色，进行课本
剧表演。这种活动性的预习，往往更容易被学生重视，
边玩边学，在玩中学，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一种学习方法。
学生通过准备课本剧表演，理解了文章内容，并且对
表演提出了要求，“演员的表演要符合原文人物性格特
征”，相比于给学生布置“概括文中的人物特征”这个
书写人物，更加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教学目标。

“活动激趣”，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也可以千变
万化，推陈出新。可以是常见的课本剧表演、小组展
示，也可以改编当下流行的活动形式，如“声临其境”
配音大赛，“奇葩说”辩论赛，“一站到底”知识挑战赛，

“最强大脑”记忆赛等等。只要教师勤思考，多动脑，
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致就能提起来，学习效果也会更
高效。
五、旧知激趣

部编版新教材构建了一个从“教读课文”到“自
读课文”再到“课文阅读”的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
系，强调课内到课外的延伸。文言文尤其注重学生知
识迁移的能力。

比如八年级上册的《愚公移山》，在导语“预习”
就有提示学生，“《列子》是一部很有趣的著作，其中
有大量的寓言，比如我们以前学过的《两小儿辩日》
和《杞人忧天》。回顾一下这两则短文，说说寓言的特
点。”在预习提示中，教材就要求学生要做到新旧知识
勾连，这不仅是学习本身的需要，也有助于学生找到
熟悉感，产生强烈的学习的兴趣。

另外，在文言文课前预习中，可以布置学生自己
归纳一词多义，从新课文中圈划几个重点词，让学生
通过查找，回忆学过的文章，归纳一词多义，这既然
学生巩固了旧知识，又训练了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
对提高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有很大帮助。同时，找得
越多，成就感越强，学生的兴趣也就越高。

总而言之，课前预习对于初中文言文教学的作用，
就如一幢大厦的地基，牢固与否，决定大厦是否能够
建得更高。教师不仅要重视课前预习，还要重视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在兴趣的引领下，学生才能形
成自主的学习习惯，教师才能构建更高效的语文课堂。
交给学生一副桨，让学生慢慢地划向碧波深处，他们
一定会惊喜地发现：原来，碧波深处有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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