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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发挥，优化并

丰富文言文教学手段，让学生喜欢上传统文化，通过文言文在

学生与传统文化之间构建起沟通的桥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重视文言文教学的方式和策略，鼓励学生进行文言文积累，让

学生在多种手段助力下，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而且可以提升

自身的文学素养，有助于初中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为了完

成新课标的教学目标，也为了丰富学生的文化素养，文章尝试

从以下几点展开研究。

1  文史结合的解题

文言文是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

结晶。多方面学习有关的文学，历史等是获取文言文学习的重

要一环。以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插入作品的讲解中，可以丰富

知识，活跃课堂。例如，在教学《出师表》时，先交待一下历

史知识，如刘备的白帝城托孤及诸葛亮为什么有“北定中原和

兴复汉室”的决心？先把这段历史讲述清楚，这样，学生在学

习《出师表》时就更能理解诸葛亮写此篇文章的目的。这样文

史结合地讲解，学生才能明白作品的深层含义。使文言文对他

们的日常生活真正起到积极的影响。

2   多用一些课外的，有趣的文言文小故事来增加学生

兴 趣

中化文化博大精深，文言文作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

载体，承载着文化与智慧的重任。作为古老文字、古老文化节

的文言文，并不意味着衰朽。在现代初中文言文教学的当下，

初中时期对于学生而言是非常关键的，文言文是现行初中语

文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文语言精美、简练，是中考

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文言文不同于白话文，难理解，如果能

找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让学生学习，能增加他们的兴趣。如，

一些历史小故事，《买椟还珠，》这种既简单又有趣的小故事肯

定能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阅读兴趣，使他们感受到文言文学

习也不会太过枯燥。让学生充分领会汉字的魅力，更好地将传

统文化传承下去。

3  培养学生自主翻译习惯

文言文是中国语言的根基，蕴含着丰富的文、哲、道等文

化的精髓，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在文言文

教学中，多数都是教师翻译，学生机械记笔记，这导致文言文

教学效果不好。师应培养学生自主翻译文言文的习惯，在翻译

中教师再给予适当辅助。例如，在《木兰辞》学习中，教师领

读之后让学生自行阅读文章，并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可寻求教

师帮助，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深入了解，留下深刻印象。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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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翻译的同时还能够对文言文学习有新的认识，有利于文

言文教学的开展。

4  学习文言文必备之“读背”

文言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古人的用词精练，且

极具韵律感，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能够充分感受到其中的韵

律之美，文言文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要引导学

生主动地进行思考和探究，文言文教学不仅仅是知识传授与

能力的训练，也要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文言文课堂教

学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文言文读背教学是实现国学文化传播

的重要方式。在文言文教学中，我牢记“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

行为”，为巩固初中生的知识，组织开展文言文背诵比赛，在

竞赛的氛围中让学生比拼自己的知识积累，激发积极性，更好

地提高文言文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5  诵读教学能积累丰富的语文材料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优秀文言文中包含了我国的传统

文化内容，有着丰富的内涵，很多文言文凝聚着作者丰富的情

感，浓缩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出师表》、《醉翁亭记》等。

良好的诵读都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民族文化，激发并培养他

们的民族自豪感。基于此点认识，要求学生反复诵读，在诵读

中使他们掌握其中的精髓，认识文言文的丰厚博大，让文言文

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并服务于日后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初中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机统一教法和学法，要

牢固树立以生为主体，教师为指导的教育意识，因材施教、重

视诵读、点拨迁移，不断改进完善教学，与此同时，要重视对

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让学生在学习中领会文言文所承载的

深厚思想文化内涵，使文言文教学真正走上光明之大道！

参 考 文 献 ：

[ 1 ] 白三良. 初中语文创新性教学改革探索与研究[ J ] . 教育教

学论坛,2017(21).

[ 2 ] 方芳.“言”“文”共生 演绎精彩——提高初中文言文课

堂教学有效性的策略探究[J ]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 8 (10 ) :1 7 .

[ 3 ] 孙鸿. 新 课 标 下 初 中 文 言 文 阅 读 教 学 的 现 状 — — 以 苏 教

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J ]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7 (02 )113 .

[ 4 ] 朱 广 龙 . 如 何 走 出 中 职 语 文 文 言 文 教 学 之 困 — — 浅 谈 文

言文教学的“四重四轻”[J ] .  教育实践与研究(B),2014(10) .102 .

作 者 简 介 ：

郭海（1 9 7 4 . 2 . 2 - ）男，单位：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蒙古族

中 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