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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文言文教学策略研究

陈　曦

长春教育学院，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和教育理念的持续革新，深度学习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以高中

文言文教学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深度学习进行概述，阐述深度学习的内涵、特征及理论基础，然后深入分析深度学习在高

中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优势，最后重点探讨深度学习视域下高中文言文教学策略，旨在为提升高中文言文教学质量、培养

学生的文言文素养和高阶思维能力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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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教育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高中文言

文教学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学生往往对文言文学习缺乏兴

趣，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难以实现对文言文知识的深度理

解和运用。而深度学习作为一种先进的学习理念和方法，

为高中文言文教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深度学

习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批判性思维和知识的整合与迁

移，与高中文言文教学的目标高度契合。

1　深度学习概述

深度学习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理念和方法，近年来在教

育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

深度学习的内涵丰富，不仅仅是对知识的简单记忆和理

解，更是一种追求深度理解、批判性思维和知识迁移应用

的学习方式。深度学习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参与

和积极建构，要求学生能够深入分析问题、整合知识、进

行批判性思考，并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

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注重批判性思

维的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盲目接受知识，而是对所

学内容进行质疑、分析和评价，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其

次，强调知识的整合。深度学习鼓励学生将不同学科、不

同领域的知识进行有机整合，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再

者，突出迁移应用能力。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到

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创新。最后，关注

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观的培养。深度学习认为学习不仅

仅是认知过程，还涉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塑造。

深度学习的理论基础涵盖认知心理学、建构主义等多个

领域。认知心理学强调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主动的信息

加工过程，深度学习正是基于这一理论，鼓励学生积极主

动地参与学习。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在原有知识经验

的基础上，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构建新知识的过程，这

与深度学习强调学生的主动建构不谋而合。

2　深度学习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应用优势

2.1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深度学习强调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高阶思维能力

的培养。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这种优势尤为明显。文言

文作为古代汉语的书面表达形式，其语言结构、词汇用法

和文化内涵与现代汉语有较大差异。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

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分析、比较、归纳和推理，从而提升

自己的思维能力。例如，在理解文言文的词义和句意时，

学生不能仅仅依靠死记硬背，而要通过分析字词的构造、

上下文的语境以及古代文化背景等因素，进行批判性思

考，从而准确把握其含义。同时，在对文言文作品进行赏

析时，学生需要发挥创造性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作

品的主题、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和

创新意识。

2.2促进知识的整合与迁移

高中文言文教学涉及到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

学科领域的知识。深度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将这些分散的知

识进行整合，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例如，在学习《鸿门

宴》时，学生不仅可以了解到古代的政治斗争、人物形象

和语言表达，还可以结合历史背景，深入探讨当时的社会

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将

文言文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进行有机融合，拓宽自己的知

识面。此外，深度学习还注重知识的迁移应用。学生在掌

握了文言文的基础知识和阅读方法后，可以将其运用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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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言文作品的学习中，甚至可以将古代文化的智慧和价

值应用到现代生活中，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创新。

2.3增强文化传承与理解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深度学习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

的应用，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传承和理解传统文化。一方

面，通过深入学习文言文作品，学生可以了解到古代的

文学艺术、历史典故、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内容，感受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深度学习强调

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观的培养。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

中，学生可以与古代文人进行心灵的对话，体会他们的

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家国情怀，从而增强自己的文化

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3　深度学习视域下高中文言文教学策略

3.1明确教学目标，引导深度学习方向

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应明确以培养学生的高阶

思维能力和文化素养为核心目标。例如，在教授《劝学》

时，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文言字词的含义和特殊句式，更要

引导学生思考文章所传达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培养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能力。通过提问“作者是如何论证

学习的重要性的？”“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古

人的学习观念？”等问题，激发学生深入思考，明确深度

学习的方向。

3.2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第一，问题驱动教学法。教师可以根据文言文内容设

计一系列有层次、有深度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进行深度学习。以《鸿门宴》为例，教师可以提出

问题：“项羽为何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如果你是

项羽，你会怎么做？”学生通过分析人物性格、历史背景

和情节发展等因素，深入理解文章内容，同时锻炼了批判

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第二，小组合作学习。将学生分

成小组，共同探讨文言文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例如，在学

习《师说》时，小组可以讨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原

因以及“今之众人”“古之圣人”对从师的不同态度。通

过小组合作，学生可以分享观点、互相启发，提高学习

效果。第三，情境教学法。创设生动的情境，让学生更好

地理解文言文的背景和内容。如在教授《烛之武退秦师》

时，可以让学生角色扮演，模拟烛之武与秦伯的对话场

景，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烛之武的智慧和口才，增强对

文章的理解和记忆。

3.3丰富教学资源，拓展学习深度和广度

第一，引入古代文化知识。结合文言文教学，介绍古代

的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文章的文化内涵。例如，在学习《逍遥游》时，讲解道家

的思想理念和庄子的哲学观点，使学生深入了解文章所表

达的追求自由、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第二，利用多媒体

资源。通过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源，展示文言文

所描述的场景和人物形象，增强学生的直观感受。如在教

授《赤壁赋》时，播放赤壁之战的视频片段，让学生感受

历史的沧桑和文学的魅力。

3.4优化教学评价，促进深度学习持续发展

第一，多元化评价方式。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

果。形成性评价可以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小

组合作参与度等方面；终结性评价可以通过考试、论文

等形式进行。第二，注重评价反馈。及时向学生反馈评

价结果，指出学生的优点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同

时，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提高学生的自

我认知和反思能力。

4　总结

综上所述，深度学习为高中文言文教学带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通过对深度学习的深入理解和在高中文言文

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可以显著提升教学质量，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文化

素养。然而，深度学习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仍处

于不断探索和发展的阶段，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实践

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教学方法，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

教育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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