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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术几千年来时会变化，无论今古之分、义理考据之别，古代文学

经典作品都贯通天人之域，这些庞大的经典作品雅俗荡荡，起衰时弊，其中蕴含着复心宏道，运物流化之理，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文

学的思想流布图景，同时这些作品也更能让学生在华夏文学学习中识其盛美，心得澡雪之净。为此，教师在开展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

教学时，应重视对教学理念与授课方法的革新，以此更好地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进一步提升育人效果。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古代文学

经典作品阅读教学展开分析，并提出与时代发展相应的教学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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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前进，晔然复扬，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教

学工作者应对教学改革工作充分重视。在高校教学中，每一门课

程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和规律，开展教学改革的方向也各不相同。

在开展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时，我们除了要重视对基本文

学知识的讲解，还应结合一个个文学典故，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内

涵展开深入分析，以此帮助学生更为深入地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

文化内容，使其从中找到促使自身发展的智慧。阅读教学作为学

生输入知识的重要途径，对提升其文学经典知识储备、理解能力

有重要价值，也是助力高校生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除却传授知识，

示范思考方式，更重要的是予以智慧的启迪。

一、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首先应明确阅读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意

义，带领高校生领悟其中承载的中华文明之道与情，使其能够更

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关怀，这样方可让高校生在阅读文

学经典作品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另外，在开展阅读教学时，我们并不能以固定的标准看待问题，

而应鼓励高校生结合实际情况来理解，做到知行合一，从而对古

代文学经典作品展开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分析，这样方可帮助其更

好地与文学经典作品的作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帮助他们形成良

好的文化情感，使其对文学经典作品中的家国情怀、人生感悟产

生新的理解，这对助力其之后获得更好地发展有极为关键的作用。

（二）有利于增强审美语言能力

在阅读教学中引入的文学经典作品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文学

艺术的最高水平，其中蕴含的审美价值不容忽视，很多文学经典

作品中的语言、思想值得高校生反复思考、分析，进而内化为自

己的思考能力。文学经典作品之所以被称为经典，究其原因在于

其具备非常深厚的美学根基，其中的写作形式、语言搭配、思想

情感能够充分调动读者的情感，这对增强高校生的语言审美能力

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另外，在很多古代文学经典作品中，作者描

绘物体、事件通常不会采用单一的形式，而会使用一些非常有时

代性的语言，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从这里我们可以

看出，若想提升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的效果，我们应重视

对高校生的语言能力培养，使其形成良好的审美语言能力，这样

他们方可更好地发掘文学经典作品中的思想与精神，助力其审美

能力、语言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建议在阅读一些经典文学

作品时用朗读、讨论的形式锻炼学生语感与表达能力。

（三）有利于开展高效文学教学

若想提升文学教学的效果，我们应重视对优质资源的引入，

古代文学经典作品便是最合适的选择之一。学圣贤之业，得简易

之义。冯友兰先生曾说，我们不需要花费时间思考读什么书，时

间就是最好的检阅者。一般来说，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都经历了时

间的考验，现在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作品具有非常强的阅读价值。

但是，并非所有的文学经典作品都适合高校生阅读，我们应对其

中的经典作品展开分析，选择符合高校生发展需求的作品引入到

阅读教学中。例如，在清代出版的很多小说中，《红楼梦》作为

古典小说之巅峰在当代仍广为流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学

经典作品对于开展高效文学教学有重要促进作用，因为他们经历

了时间的漫长考验，其中蕴含的营养足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

次高校生的文学学习需求。

二、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现状分析

现阶段，很多教师在开展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时，通

常会先给高校生讲解作者的生平简介，而后为他们介绍作品的创

作背景，最后让他们阅读作品。这样的模式化教学难以帮助高校

生更为深入地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涵，更不利于锻炼高校生逻

辑思维以及思考写作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现阶段很少有教

师能结合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展开充分的拓展，这样就在无形中阻

碍了高校生完善知识体系的形成，从而极大影响了阅读教学效果。

俗话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古代文

学经典作品的阅读也是如此。学生会产生不同的阐释系统，那么

教师在阐释经典文学作品时，应立足于作者主意，在有弹性的语

境中激发学生的思考和问题意识。但是，在当前的阅读教学中，

教师很难从教材中挣脱出来，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课堂成了照

本宣科的舞台，但真正要让高校生学习的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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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在学习的自然内化。为此，我们应积极尝试引入新的古代文

学经典作品内容，创新阅读教学形式，以此方可更好地引发高校

生的阅读主动性，提升育人效果。

三、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方法

（一）细致阅读，做好作品赏析

所谓的细致阅读，一般是指在高校生阅读文学经典作品时，

师生共坐一起逐字逐句赏读，共同讨论作品内容，通过语言词句

对作者深层含义的思想展开分析，从而发掘出文学经典作品中的

隐含情感、语言艺术等。比如，在王维的《杂诗·其二》中，很

多高校生并未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对于诗人的情感理解也不够深

入。通过细致阅读，部分高校生逐渐理解了作者离家许久，在见

到故乡人之后，想要知道家里近况而又害怕、紧张的那种情绪。

另外，在宋之问的《渡汉江》这首诗中，有了更为直观的描述“近

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首诗之所以

能够成为经典，能够被人们广为流传，主要是在于诗人对思乡之

情的传神描写。除了古代诗文，一些小说、散文、小品文也有非

常丰富的表达形式，高校生通过细致阅读，方可更好地理解作者

的独特表达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提升文学经典作品

赏析质量。

（二）比较阅读，重视宏观感受

在阅读过程中，高校生不能只是阅读单一的文章，而应对某

一类文章的不同作品展开阅读分析，通过比较的方式展开知识学

习，从而具有系统的体系和宏观视角。比如，在很多古诗词作品

中，都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有所描写，为此，我们可以

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同时比较阅读刘禹锡的《马嵬行》，

从而引导学生展开比较阅读，让高校生能够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

杨玉环和李隆基的爱情故事产生历史性理解，通过这种比较阅读，

能够帮助高校生学会从不同角度、层面思考问题，这对提升古代

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效果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与时俱进，扩展资源学习

文学作品的价值是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与个体智慧的结

合，因此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因此，我们在开展文学经典作品

阅读教学时，应做到与时俱进，除了要帮助高校生了解作品本身，

还应对其在流传中产生的各类文章、解读等资源展开引入，以此

帮助他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发展历程。高校生只有

在阅读时做到与时俱进，了解前沿研究，方可更好地领悟文学经

典作品的深层内涵，亦知当年之明月亦照今日之彩云。

四、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路径

（一）关注课堂互动，共同探讨作品美学内涵

在开展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时，我们将教学内容与讨

论互动结合起来，这样方可提升课堂互动效果，深化高校生对古

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理解。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通常是课堂中心，

高校生多是扮演倾听者的角色，这样的阅读教学方式并不能很好

地引发高校生的阅读兴趣，还会在无形中阻碍他们对古代文学经

典作品的理解水平，影响授课效果。为此，我们可以尝试将小组

合作或轮流发言的方式对所读作品展开讨论，深化他们对知识的

理解，引发其参与到阅读学习中的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例如，赏析南北朝民歌，比较其差异；探究魏晋小说与唐传

奇之发展脉络和不同之处，让学生共同讨论，用小组形式展现，

以此增强他们对阅读内容的理解深度，提升教学效果。通过此方式，

高校生将逐渐成为课堂的主体，其在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课堂

上的参与积极性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落实内外结合，提升实际阅读质量

若想提升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质量，我们除了要重视

对课内资源的阅读教学，还行鼓励高校生从不同途径搜集作品展

开阅读活动，从而实现课内、课外阅读资源的有力结合，不断完

善古代文学知识体系，为其后续学习更深层次的知识打下坚实基

础。为提升阅读教学效果，我们可以为高校生提供一个明确的主题，

而后让他们结合主题自行搜寻相关的文学经典作品，这样能够提

升他们阅读的针对性，助力其获得更完善的发展。在高校生阅读

一些课外资源后，我们可以组织他们在阅读课堂上展开分享活动，

实现高校生思维的碰撞，助力其获得进一步发展，提升阅读教学

效果。

（三）展开深入探究，感悟文学经典故事

在开展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时，我们应重视对经典文

学故事的引入，这样除了能增强阅读课堂的趣味性，吸引高校生

更为主动地参与到阅读活动中来，还能帮助他们实现对所学知识

的更深层探索，为之后的阅读教学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另外，我

们可以在开展阅读教学时，引导高校生对一些古代文学经典作品

展开细读，以此使其更好地感受其中的审美特质，从而助力其审

美能力、阅读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教学效果，我们

可以从关注课堂互动，深入理解作品内涵；落实内外结合，提升

实际阅读质量；展开深入探究，感悟文学经典故事等层面入手分析，

促使古代文学经典阅读教学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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