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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每个中国人都需要深入了解汉语言文学，挖掘其魅力，并将其传

承下去。初中生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让学生接受汉语言的熏陶，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也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让学生主动承担起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重任。基于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性，以及

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并据此提出了可行性策略，以期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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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是初中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所必须学习

并掌握的内容。然而，当前部分初中生却存在抵触汉语言文学，

不愿意学习汉语言文学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汉语言文学与现

在的语言表达方式存在较大的区别，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

为解决这一问题，让学生真正爱上汉语言文学，教师就需要

根据汉语言文学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重塑汉语言文学

课堂。如此，学生才能发现汉语言文学的魅力，主动跟随教师探

究汉语言知识，提升文学涵养。

一、加强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管理艺术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在中国灿若星河

的传统文化中，汉语言文学占据着重要地位。汉语言文学代表着

我国古人的智慧结晶，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文化形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中的文化也开始变得多样化，受外来

文化的冲击，部分初中生出现了崇尚外国文化，摒弃中国文化的

现象。这样既不利于社会文化的建设，也不利于初中生的未来发展。

汉语言文学中不仅包含着语文知识，也包含着其他传统文化，

通过学习汉语言文学，既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也能让学生

充分了解传统文化，发现其独有的魅力，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

文化是国家软实力，是国家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

的发展，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当前我国国民生产总

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在此背景下，国外也开始学习了解、推崇我国文化。外国人

了解我国文化的主要渠道就是中外交流，而日后承担文化传播者

的就是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未来接班人。若初中生不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那么未来就无法承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我国文化在

国外落地生根。

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国家是没有灵魂的，这样的国家注定无

法走得长远。因此，加强汉语言文学教学，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

是促进传统文化传统，加强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保证。

二、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管理艺术的现状

（一）教学方法单一

随着教育教学的不断发展，多种教学模式应运而生，然而，

部分汉语言文学教师，仍旧以课堂讲授和让学生死记硬背为主。

汉语言文学本身是极具魅力的，在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下，教师

就会将汉语言文学的魅力掩藏起来，仅将其枯燥的一面呈现了出

来，这就导致语文课堂过于枯燥，难以博得学生关注。

初中生思想还不成熟，他们并不了解汉语言文学的价值，缺

乏了兴趣这一原动力，学生不仅不愿意参与到汉语言文学教学中，

甚至会对汉语言文学产生抵触心理，直接影响未来学习、传承汉

语言文学。

（二）教学理念落后

汉语言文学博大精深，其中许多篇章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可以与许多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然而，初中生面临着随之而来的

中考，汉语言在中考卷中占分又很重。

所以，为提升学生的语文成绩，让学生尽量不在汉语言文学

中失分，教师就容易从应试的角度出发，着重教授学生重点字词

的翻译方式，以及汉语言的分析技巧，很少会带领学生全面解读

汉语言，为学生进行课堂扩展，帮助学生了解汉语言文学以及中

华传统文化。这样既不利于课堂教学的展开，也不利于文化的传承，

以及学生的未来发展。

三、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管理艺术的改进措施

（一）更新教学理念，注重课堂扩展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当前语文教学的目标也从教授学生知识，

变为了提升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此，汉语言教

师也需要扭转教学理念，从应试的思维中脱离出来，正视汉语言

在提升学生文学素养、促进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价值。

语文教材中包含的文言文是有限的，想让学生被汉语语言迷

人的风采吸引，教师就不能狭隘、片面地进行教学，还需要为学

生进行知识扩展，挑选类似的篇章，展开群文阅读。

例如：在教授《桃花源记》时，教师既需要为学生解读陶渊明，

还需要带领学生了解魏晋时期的其他诗人，以及魏晋时期的历史

变迁、人文特点，以帮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

而在带领学生解析《桃花源记》的写作技巧、翻译特点、写

作风格等时，教师就可以挑选《西湖游记》《春夜宴桃李园序》

以及《登池上楼》为学生展开群文阅读，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

究的方式去了解此类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方法。如此，既可以提升

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此外，汉语言文学不仅包括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也包括中

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为加强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了解，在课堂内

容结束后，教师还可以展示《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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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学作品的情节，以此扩宽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了解更多传统

文化。

（二）巧用信息技术，构建魅力课堂

信息技术的出现，为传统课堂带来了新的生机。当前，信息

技术也被广泛应用到了，各个阶段以及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在汉

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也不能拘泥于传统教学模式，而是应该紧

随时代背景，利用信息技术打造魅力课堂。伴随着信息技术而诞

生的教学方式十分丰富，在实际应用中，教师就需要深入了解不

同教学模式，以及网络学习平台的优势，并将其科学、合理运用

于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中。如此，方可以提升课堂教学管理艺术，

让学生爱上汉语言文学课堂。

例如：在教授《醉翁亭记》时，教师就可以先利用多媒体技术，

将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情境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学生去体会

醉翁亭周围的景色之美，并在氛围的感染下，理解欧阳修与民同

乐的乐趣所在。

文言文中包含的知识点较多，学生掌握起来较为困难，而课

堂时间又十分有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就可以将此课的知

识点录制成微课，供学生课后学习。

如此，既可以帮助学生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又可以让学生发

现自学的乐趣，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此外，汉语言文学所包含

的分支较多，在课堂上教师无法为学生一一呈现出来。

为此，教师就可以为学生推荐慕课、云课堂等网络学习平台，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学习需求去寻找学习资源。这

样既可以让学生全面了解汉语言文学，为学生充当文化交流使者

奠定根基，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促进学生的未来

发展。

（三）加强课堂互动，营造学习氛围

随着新课标的推进，在汉语言文学教学发挥主导作用的也从

教师成为了学生，为此，在课堂管理中，教师就需要改变教师讲，

学生听，教师划重点，学生做笔记的教学模式，而是应该加强与

学生的互动，让学生从课堂的旁观者，变为课堂的参与者。

此外，教师也可以着重使用项目教学法，小组合作教学法，

让学生自己去探究知识。如此，学生才能真正接过教师手中的接

力棒，认识到自己在教学中扮演的角色，从而主动去学习、了解、

掌握汉语言文学。

例如：在教授《陋室铭》时，教师就可以按照学生的学习能力、

性格特点等，将学生分为若干四到六人小组，让学生根据教学目标，

自己去学习此堂课的知识。

《陋室铭》的教学重点有让学生掌握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

了解“铭”的特点；懂得作者高洁傲岸的高尚情操以及安贫乐道

的隐逸情趣。教师就可以将这几个重点，当作学生探究的目标，

让学生自己掌握此堂课的知识。

此外，汉语言文学教学着重培养的是学生汉语言思维，让学

生真正发掘出汉语言文学的魅力。为此，教师也需要鼓励学生进

行知识扩展，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与《陋室铭》相似的文学作品，

并进行交流讨论。

学生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合作学习的初期，他们可能会存在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为此，教师就需要在课堂游走，以便随时

为学生提供帮助，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通过这种学习模式，既可以让学生真正了解汉语言文学，掌

握相关的知识点，也可以构建一个和谐、融洽、学术氛围浓郁的

班集体，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以及身心健康发展。

（四）开展班内竞赛，增强学习动力

初中生具备较强的好胜心，这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既是催化

剂，也是绊脚石。若教师善于引导，能够好好利用学生的好胜心，

那么学生的好胜心就会转变为学习动力，成为学生人生路上的催

化剂，能够使学生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学生的好胜心主要体现在喜欢攀比、竞争，为此，在汉语言

文学教学中，教师就可以以竞赛、辩论赛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好胜心，

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以提升教学效率。

例如：在教授《爱莲说》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就他们对莲

花的看法而自由发言。由于每个学生的喜好不同，必然有学生喜

欢莲花，有学生不喜欢莲花。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教师就可

以开展辩论赛，让学生进行辩论，以此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语

言组织能力。

而学习完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后，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开展知

识竞答赛。这个比赛应该包括两部分，即基础知识部分，以及知

识扩展部分。

基础知识部分，教师就可以将课堂所教授的知识，以选择、

判断正误的方式让学生抢答；而知识扩展部分，教师就可以让学

生分享他们所掌握的与此篇文言文异曲同工的文学作品名称，以

及作品简介。

最终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对每个学生进行评分，

并选出前三名颁发奖品。如此，既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还

可以活跃课堂氛围。

四、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初中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管理艺术，是教

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教师就需要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现状，并着重从更新教学理念、巧用信息技术、

加强课堂互动以及开展班级竞赛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如此，方

能有效提升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管理艺术，从而为学生的未来

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国家的繁荣富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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