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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鹏  黄  琼 

（陕西省镇巴县泾洋初级中学  陕西省汉中市  723600） 

 
众所周知，学习兴趣是学生在心理上对学习活动产生爱好、

追求和向往的倾向，是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动力。那么如何
在文言文阅读教学中激发和提高初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呢?在教学
中我作了一些尝试。我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遵循“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 
人都有畏难心理，因而只有放开手脚，让学生尝点甜头，学

生才有兴致继续深入学习文言文。教材在选编课文时也是遵循了
这一原则。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一册的第一篇《童趣》就是明证，
它浅显易懂。在教学时，我的做法是：教师先鼓励学生聊聊童年
往事，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下，再用平白如话的语言把沈复的童趣
故事简述给学生。然后让学生结合注解去初读课文，在教师的点
拨下理解课文。这样设计，学生理解课文就减少了障碍，易于接
受。初中生学习文言文可以分为由易到难的三个阶段：七年级—
—从基础人手，认识文言文；八年级——理解词句，品析文段；
九年级——领会主旨，拓展延伸。 

二、因“本”制宜、因人而异，在教学环节上出新意 
1、要注意创设情境，在导入新课上下工夫。 情境的创设在

文言文的教学中主要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进行。这种形象借助
眼、耳、手感知，或者是多种感官同时感知到的。它能引起联想、
想象，激发人们认知的兴趣。 通过讲故事导入新课是我的首选。
基于这一点，在学习一些故事性较强的文言文如《狼》、《桃花源
记》等，我就先把它们编成小故事，讲给学生们听，并留下悬念，
吊起胃口，以增强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学习一些思想性较强
的文言文，如《十则》、《两章》等，我就先讲一讲与作者有关的
故事，讲人物的非凡成就和经历，以讲故事的形式讲给学生听，
让他们在听故事中记住作品背景、作者其人，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我在教学《唐雎不辱使命》时，则是由学生感兴趣的象棋
话题导入新课，引导学生认识“士”这一特殊身份。在导入《口
技》这一课时，利用多媒体播放《洛桑学艺》第二集的口技表演。
学生很容易被高超的口技表演吸引，在赞叹不已中产生强烈的学
习欲望。  

2、激发学生诵读兴趣，通过诵读与作者产生共鸣。诵读是
学生学好文言文的一把钥匙。文言文虽然已经失去了“活”的语
言环境，但它自身却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反复读来读去，字词句
自然而然地进人大脑，课文的内容与意旨，随之融化为学生自己
的知识。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是很有道理的，自己
悟得的，比老师教、被动记效果要好得多。在读过几遍之后，若
仍有部分词句不理解，可查阅词典、字典，或请教他人，这时，
学生想要知道这些知识，就会格外用心，记忆也会格外深刻，就
像人饿了吃什么都香一样。文言文诵读利于知识的积累，利于明
白事理，利于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的提高。 在课堂教学上，
我们可以尝试多种朗读方式，如师生配对朗读、分角色朗读、分
组齐读、男女赛读等，形式多样才能让学生产生浓厚兴趣。在教
学《唐雎不辱使命》时，可以让学生体念“对话朗读”，领悟人
物性格特点。在教学《岳阳楼记》时，可让学生在反复朗读中领
会洞庭湖胜景，岳阳楼阴冷景象、晴明景象等画面的意境，从中

领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 
通过诵读，课文烂熟于学生的心里，为丰富文言文知识打下良好
的基础。背诵的课文越多，文言文的水平也就随之提高得越快。
应该让学生尽量多诵读，由一知十，由十知百，从而使得学生对
文言文有更高的兴趣。 多诵读名篇，这对培养学生文言文语感、
积累文言文词语是很有帮助的。叶圣陶先生曾说过：“一个人……
训练语感更是基本的准备，有了这种准备，才可以通过文字的桥
梁，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因而我们要指导学生反复诵读，培
育语感，进而与作者产生共鸣，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3、因“本”制宜，用全新模式教学。 开展各种语文活动，
利用活动提高学习兴趣。如在教学中穿插表演、文言小故事比赛、
文言文朗读比赛、我爱文言文讨论会、“畅游两千年，文言伴我
行”手抄报比赛、观看成语典故影视作品等。在比一比、议一议
的过程中培养学习兴趣。 到了初三，还可以让学生来上课，尝
尝小老师的滋味。比如《愚公移山》这篇幅不长文字也不算难的
课文，可以大胆让学生试教。鼓励学生上讲台“演戏”，老师在
台下“导演”。这样，既受到了“实战”锻炼，还融洽了师生情
感，又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达到一箭三雕的效果。  

三、注重课外阅读实施课外延伸法利用图书室、阅览室、网
络平台拓宽学习文言文的途径。可分为课外阅读和摘抄引用两
种。 

1、课外阅读。如学生学习了例子》的《：愚公移山》，再给
学生印发例子》的另一篇短小的文言文——《薜谭学讴》。只要
对个别不易理解的词句作浅显的注释，学生都能读得津津有味，
自然就引发了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教师还应激励学生广泛地阅读
一些浅显易懂的、故事性强的文言作品，如《史记》、《聊斋志异》、
《搜神记》等名著．使学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陶冶情操，提
高阅读文言文的兴趣和能力。  

2、摘抄引用。为扩大学生的知识积累，可让每个学生在课
内和课外所选的文言文里摘抄名言佳句。像“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为人处世；像“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想“天将降大任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的自我激励……。这
些名言佳句，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语言积累，以致在他们的作文
中经常会恰到好处地出现，激励他们积累更多的名言佳句，提高
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四、理解文化的传承，激发学生自豪感 
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得以传承，文言文功不可没。孔子的“克

己复礼”、孟子的“舍生取义”、文天祥的“丹心照汗青”等等浩
然正气，穿越古今时空，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和匹夫百姓。可以
利用古代刺股悬梁、凿壁偷光、积雪囊萤等勤奋好学的故事，教
育学生树立好学上进的志向，提高学生的思想、民族责任感和自
豪感。而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精读篇目
后，学生就会发现古文里有“东西”可读，古文里具有相当强的
现实意义，那么学生会从内心深处产生学古文的兴趣，自觉地学
习文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