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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策略探究
胡馨元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江苏 苏州 215011）

摘要：文言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重视小学文言文教学，深入地了解文言文中蕴含的深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掌握文言文的学习方法，给学生学习其他学科奠定基础。因此，笔者结合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经验，就部编版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进行了

一些比较有效的论述，以期给广大语文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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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我们国家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我们要教导学生充分地感受

到中华民族精神。在优良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下，通过掌握古文

的句子结构、词语意思等，认识历史文化，加强学生的求知渴望，

通过发扬探求新知。训练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强化读书与作文

的基本练习，并在读书中得到洗礼。小学语文文言文是初学古文

的阶段，文言文具有言简意赅，意境深远的特点。学生读起来朗

朗上口，古文中蕴藏着深远的文化素养，体现时代特色，凸显了

深厚的文学基础，对于掌握与理解我国古代文学、奠定古文基础

具有意义。古人在创作文章时，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进

行写作，体现出个人情感与思想，文言文中的句子和文章结构也

反映出了古代人的文化素养和思想理念。文言文中蕴含着古人的

智慧与思维，能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使学生更好地体会到中国

文化的博大精深。

现在的小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必须要以课本为主，这就要

求老师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教给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这

不仅是语文教学任务，也是一种文化传承。语文老师可以借助教

材中的文言文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探索，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我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二、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给学生创建良好学习氛围，让他们爱上文言文学习

古文的难读拗口是它所固有的特性，由于小学生年纪较小，

对他们来讲，古文学习是其比较痛苦的事情，因此老师要运用现

代教学方法、运用学校的教材教具，给学生创建良好轻松的文言

文学习氛围，让他们爱上文言文学习。比如，我们在学习《伯牙

鼓琴》的时候，我给学生播放了一段优美的古筝曲，让学生在欣

赏古筝曲的同时感受这篇文章的意境。通过一段优美的古筝曲作

为这篇文言文的学习导入，缓解了紧张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和老

师的距离变得更近了，给学生学习文言文带来了良好的气氛。又

如，在学习《铁杵成针》这篇文言文时，教师可以先给学生讲述“铁

杵磨成针”的故事，“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小溪边遇到一位老

奶奶在磨一根很粗的铁棍，想把它磨成绣花针。”通过讲故事的

方式，让学生对接下来的教学产生好奇心，形成了愉快的教学氛围。

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有关文言文的动画片，比如《西游记》

《铁杵成针》《小蝌蚪找妈妈》等，这样学生不仅可以了解故事

的内容，还可以对文言文产生兴趣。小学生年龄较小，对这些动

画片是比较感兴趣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给学生播放这些

动画片，让学生对文言文产生兴趣。

如果遇到比较难读的文言文，教师可以用手机的录音功能，

把文言文读出来。比如《卖油翁》这篇文章，刚开始老师可以让

学生用手机录音把课文朗读出来。这个方法比较好，因为小学生

年龄较小，还不会用电脑等先进设备进行录音，所以老师可以让

学生用手机录制课文内容。

（二）结合文言文注释和翻译，让学生进行反复诵读

文言文的注释注解与翻译译文是必不可少的教学途径，老师

在授课过程中，要逐字逐句的引导学生完成对注解与译文的练习，

然后再对照注解与翻译读古文，其中学生对注释的记忆是十分关

键，仅凭死记硬背，学习效果会很低。所以，教师需要结合文章内容，

从小学阶段，基本上就是单纯的小寓言类型的文言文，教师可以

结合文言文的注释和翻译，给学生以故事的形式讲解文言文的内

容，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同时，教师可以指导小学生对一篇文

章反复的诵读，多读文章自然会有助于理解文章的内容。小学文

言文的诵读，教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让学生在诵读中不断地积

累和提升，比如可以采用小组读和全班读的方式。在学生诵读课

文时，可以采用分组读和全班读的方式。因为分组读是一个人一

个组的进行，这样大家都能有机会参与到诵读中来。而全班读是

一个小组一个组进行，这样就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

小学语文教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从文章中抓住关键的词

句进行讲解和分析，引导学生将这些关键词句理解透，并把文章

读通、读顺、读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引导和讲解。通过反复诵读，学生也会更容易理解课

文内容。

例如，我们在学习《两小儿辩日》这篇文言文时候，教师可

以让学生对文章进行反复的诵读。然后正式进入这篇文章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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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学生养成边读边记的良好习惯。在自己不懂的字词旁边做

一些注释，然后在教师讲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这些不懂字词的

学习。通过对注释的理解，学生可以顺利翻译全文，明白这篇文

章讲的是什么。通过翻译再进行朗读，在朗读和翻译中进行学习，

就很轻松地可以理解《两小儿辩日》这篇文言文，也能很好地记

忆这篇文章。同时，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可以加

一些自己擅长的表演形式，比如可以结合自己会舞蹈，在诵读古

文时，可以一边跳舞一边诵读，让文言文教学不再生硬古板，变

得生动有趣，给学生学习好文言文知识做好铺垫。

（三）在读熟的基础上深读，在改写的基础上加深理解

文言文同时也是一门语言，具有很强烈的时代特点，文言文

都代表了当时作者的时代背景。想要学好文言文，就需要小学生

在读熟的基础上深读，并试着在改写的基础上加深理解，积极进

行语文学习与写作。而这一切的基础与升华便是读书与写作，而

读书便是一遍又一遍地读，读熟、读透、读深、读广，直到熟能

成诵，琅琅上口，从而变成了自己的语言，在对类似的故事或人

物描写下运用得顺畅，从而成为了自己的语言，也就很自然地将

注释与译文了然于胸。例如，在学习《守株待兔》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们教师可以先指导学生熟读文章，虽然文章字数不多，但是表

达的意思很深远。在学生熟读文章之后，再要求学生背诵此文，

在深度地读完此文后，让学生掌握文章的知识点，加深对这篇文

章的理解。然后也可以让小学生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对文言文文

章进行改写，以此来训练自己的语言，更好地理解文言文的内涵。

让学生理解《守株待兔》这个故事的同时，开展自己的想象，运

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个故事生动地改写成自己的故事，培养自己

的语言能力和写作水平。小学生对文言文的改写，是一种提高和

升华，也是对课文的一种学习方式和方法。我们教师在教学的过

程中，要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改写文言文，不要一味地追求

文言文的原意。学生们对文言文的学习与改写，不仅可以提高语

文素养，还能增强他们的写作能力，丰富他们的文化积累。

学习文言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事情，需要学生有

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文言文对于小学生而言，是一门全

新的知识，小学生对此还没有完全掌握，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应该帮助小学生加强对文言文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同时教师也要

引导学生学会阅读与写作，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与写作习惯。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文言文，提高他们语文素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文言文都可以进行改写，

也不是所有的改写都是有效的，因此教师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

一定要注意学生语言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读熟文言

文、理解文言文后，学会运用自己的语言把文言文改写成自己的

语言。

让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不仅要知道文章是什么意思，还要

了解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和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教师要引导学生做到这些，让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小学生对文言文教学的兴趣。

（四）文言文教学中合理应用多媒体，开展有效情境教学

小学课本中所选取的古诗词通常都是借景抒情的，只有了解

古诗词背后的具体情境才能了解诗人的思想感情。然而这些场景

光凭教师的描述还远远不够，唯有借助绘画手段再现起来，才能

在学生眼中活灵活现，和学生形成情感共鸣。情境互动教学法主

要是通过学生创造具体的学习情景，把一个学习者自己放在一个

特殊的学习气氛中，建立一个新的心理环境，让其在学习者心中

形成一种移情定性效果，从而提高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

提升师生学习活动效能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小学语文教师在文

言文教学中合理应用多媒体可以很好地设置各种教学情境。

为了使广大学生能够认真地听、认真地看、认真的读。开展

文言文阅读学习活动很有必要，老师还可以适时进行各种情景阅

读教育，以不断提高培养学生的感性认识的能力，让他们通过阅

读获得情感表象，从而更好地对古文和诗词中所需要表现的各种

情感内涵进行深刻感受。比如，在学习《望庐山瀑布》时，教师

可以通过多媒体放映庐山瀑布的壮观场景，通过画面和音效的展

现，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又如在学习《司马光》这篇文言

文时，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播放关于“司马光砸缸”的动画片，

小学生普遍都喜欢看动画片，通过动画片可以生动形象地把这一

历史事件展现给学生，不仅提高了对这篇文言文的学习兴趣，还

让学生对司马光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从而能更好地学

习这篇文章。《司马光》一文是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的课文，主

要讲述了司马光小时候的故事，这篇文章语句优美、故事生动、

画面感很强，教师在教学时，可以采用多媒体课件对课文进行展示，

将这篇课文的图片和音频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跟着视频一起朗读

课文。

这样既能让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产生兴趣，又能使其对课文

中的故事和人物产生情感共鸣。

总之，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必须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

和认知水平，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小学

语文文言文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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