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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文化常识的教学现状及对策探讨 
张丽梅 

（泰州实验中学  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文化常识具有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等特点，掌握好它，对高中生语文学习有诸多辅助作用。在课文赏析上，文化常识可
以帮助学生了解作者本人的相关信息及创作背景，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创作意图和中心思想；在阅读写作上，文化常识可以为
学生提供文化素材，让学生的读与写丰盈而充实。文化常识对高中语文教学必要且重要，应重视文化常识的教学地位、应用价值、
教学方式及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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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习文化常识可以对一篇文学作品的作者信息，如姓名、谥号、

雅号、代表作、写作风格、文学成就等有一定认知。文化常识还能
够为学生提供作品创作的年代背景、写作意图等，帮助学生深入品
读文学作品。所以，学习文化常识能拉近学生与文学作品距离，促
进学生知识积累、素养提升、见识增长。当今，很多文学作品的创
作背景与当今学生的生活环境天差地别，如果学生缺乏对其创作时
期的了解就没办法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因此，文化常识是学生与
文学作品间的桥梁，能降低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难度，帮助学生
更顺利地进行学习和阅读，提高学习效率。 

一、高中语文文化常识的教学现状 
（一）文化常识教学形式传统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文化常识的学习方式大多为死记硬背

课本中的注释或是照抄教师写在黑板上的零散笔记或是抢记学校
印发的琐碎繁杂的资料，生搬硬套、枯燥乏味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对
文化常识的学习失去情趣，甚至产生厌烦心理，对文化常识的学习
缺乏兴趣和积极性。 

（二）文化常识教学不被重视 
文化常识的积累虽然有助于学生赏析文学作品和积累写作素

材，但其辅助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其作用不会像背一首古诗或是一
篇范文来得立竿见影。因此，在应试教育下，文化常识的辅助作用
常常被忽视，教师对文化常识零散填鸭，学生对文化常识不求甚解。 

（三）文化常识与课本内容脱节 
文化常识在课本中的教学体现仅限于课文注释和教师的备课

笔记。很多教师在授完课文内容后便不再涉及与此课相关的文化常
识，忽略了文化常识在课文赏析中的关乎时代背景和其他辅助信息
的重要作用，将文化常识与课文内容分离，使文化常识失去了在高
中语文教学中的应有价值。 

（四）文化常识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文化常识不被教师和学生重视且教学形式传统单一，学生对于

文化常识学习缺乏认知兴趣、求知动力和学习热情，文化常识得不
到学习主体的认同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文化常识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二、文化常识教学对策分析 
（一）丰富文化常识的教学方式 
教师要摒弃传统枯燥乏味、死记硬背的文化常识教学方式，积

极探索适合文化常识教学的具有趣味性、实用性的教学方式，激发
学生学习热情，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化常
识的探究和学习，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例如，在教授《记念刘和珍君》这篇课文时，由于我们处于和
谐、幸福、没有战争的国家和年代，学生对“民国政府”的行径缺
乏认知和了解，对于他们的残忍和粗暴难以想象。那么，教师为让
学生了解这段历史，强化学生对这段文化常识的认识，便可以通过
多媒体播放相关视频，让学生通过视频画面的视觉刺激所带来的心
理冲击，更直观地感受鲁迅先生的创作意图，激发学生对学习该篇
课文的兴趣。 

再如，在教授《飞向太空的航程》一课时，学生对于“飞向太
空”的感受只是单纯的崇拜，对“飞向太空”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无
所知，更不知杨利伟的飞天之旅对于我们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
的轻重影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我国航天技
术的探索之旅，让学生通过视频了解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在艰苦的
科研条件下，为我国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让学生对航
天人除了盲目的崇拜知情外，对他们的伟大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像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树立远大目标，立志为国家做贡献。 
（二）提升文化常识的教学地位 
艺术源于生活，文学作品大多是作者生活阅历的体现，而文化

常识则是介绍作者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等信息，它能够直接反映
出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语言习惯和思维逻辑。因此，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要注重强调文化常识在文学鉴赏中的重要作用，与学生共同
进行积极地探究和学习。 

例如，在教授李密的《陈情表》一课时，教师可以向学生简要
介绍李密呈给晋武帝这篇奏章的背景，促使学生感受到李密对祖母
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自己应报养祖母的大义。与此同时，作
者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还倾诉了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
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委婉畅达。这篇文章被认定为我国文学史中抒
情文的代表作之一，甚至还有着“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
的说法。因此，教师可以着重介绍这方面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常识，
辅助学生对作者“忠孝不能两全，先尽孝再尽忠”情感表达的理解。
通过每次授课对知人论世等背景知识的强化来提升文化常识在教
学中的地位。 

（三）强化文化常识的价值体现 
文化常识有助于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赏析，是对文学作品

的变相介绍，可以为学生提供诸多关于文学作品的相关信息。所以，
教师要注重发挥文化常识在高中语文学习中的实用价值，利用文化
常识提供的辅助信息，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赏析，帮助学生进一步
掌握文章主旨。 

例如，在学习《鸿门宴》一课时，学生对“鸿门宴”有粗浅的
认识却不知其来处。那么在学习课文时，教师可以以文化常识背景
为线索，引导学生积极探索“鸿门宴”背后的历史故事，进一步掌
握宴席上项羽、项庄、范增和刘邦的心思和意图，详尽分析每个人
的一举一动为接下来的事件发展作怎样的铺垫，并借助文化常识深
入挖掘人物心理与各自意图，剖析人物性格与命运……文化常识在
语文学习中的实用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 

小结   
综上可知，文化常识对于高中语文教学来讲具有实用价值，通

过对作者的基本信息、文章风格、创作背景、时代背景等相关信息
的了解，辅助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帮助学生更深入体会文章
中心思想和创作意图。因此，教师要注重文化常识的教学，充分调
动学生积极性，发挥文化常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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