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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21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地方课程推行使用三科国家统编教材，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

但由于历史原因，部分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的初中生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比较晚，这样导致文言文对

他们而言学习难度颇高，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就需要教育者下大功夫，结合学生

实际水平探究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及方法，帮助学生们提高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提升文言文学习水

平，加强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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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文言文向来都是教学的重难

点，尤其对于曾经是民族语言授课的学生而言，可谓是难

上加难。究其原因分析有三：首先，文言文本身的学科特
点使然，文言文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语言形式，在现代人生

活中文言文并不具备先天的语言应用环境，尤其在上百年
的历史进程中，文言文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已渐行渐远，因

此无论是对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而言，都多少存在陌生疏
离感。其次，文言文和现代汉语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所

具备的语法规则、语言习惯、特定语言含义等，使得它与
现代汉语之间构成了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这让受教育者

自然形成了一种学习畏难心理，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的汉
语基础本就薄弱，对于他们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更大更艰

巨的挑战[1]。最后，教师在文言文课堂中的教学方法传统
老套，必然会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率下降，长

期高耗低效的教学活动会让师生都苦不堪言，教学质量更
是无从谈起。基于此，本文以内蒙古地区中小学语文课堂

统编教材中的文言文教学调研现状作为切入点，分析统编
教材中当前中小学语文文言文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

探究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实施策略，以期能够改善内蒙古地
区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教学，促进专业教学的更好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1  中小学文言文课堂教学的现状调研分析 

国家新课改颁布多年，作为最易被遗忘的学科，文言
文的教学现状如何呢？对此，笔者结合自身多年教学实践

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调研分析，对内蒙古中小学语文
教学中文言文课堂教学的现状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师生

问卷调查，调查方式为电子问卷形式，调查对象为呼伦贝
尔市 3 所初中、5 所小学的教师和学生，调查问卷分为教

师版及学生版两种，主要调查内容为学生学情及教师教学
中的相关问题。其中，学生问卷中主要针对学习目的、学

习兴趣、课外阅读情况、学习方法等进行调查统计。教师
问卷中主要针对教学方法、学法指导、备课情况、课标了

解情况等进行调查统计。问卷调查共计发放教师问卷 253
份，收回 253 份，有效率 100%；学生问卷 1000 份，收回

998 份，其中有效问卷 987 份，有效率 98.7%。通过问卷

统计，发现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  教师方面 
1.1.1  教学观念落后 
传统文言文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理论较匮乏，造成

理论难以指导教学实践，很多教师习惯将答案和结论直接
灌输给学生，认为多讲多听对学生更好。过分强调让学生

以文言知识来理解和阅读文言文，继而忽视了文言文中的
文化作用，学生无法更好地感悟那个时期的文化特征，无

法从中获得智慧和灵感。因此，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观念，
在增强学生对文言文知识理解的基础上，加强他们对文化

的重视，促使他们积累一定的文化背景，以文化解读形式
提高对文言文的理解深度，继而有效提升文言文阅读能力
[2]。 

1.1.2  教学方式传统单一 
文言文教学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

语文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环节。国家新课标要求文言文教学

要让学生“可借助工具书来阅读文言文”，通过调查问卷
发现，中小学文言文课堂已然成为了教师的主场，整堂课

下来基本都是教师滔滔不绝地讲授，而学生只是被动地堂
上坐听，师生互动少，课堂氛围感低。从学生在文言文阅

读能力不足的表现上分析，文言文教学存在重教师灌输、
轻学生自学；重课本知识，轻课外联系；重课文分析，轻

情感感悟；重字词理解，轻文章诵读等一系列问题。 
1.2  学生方面 
1.2.1  学习兴趣不高，阅读敷衍搪塞 
对于民族授课语言学生来说，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就有难度，对于文言文的学习本身存在更大阻力，他们很
难在学习中产生积极良好的学习兴趣。在学习态度上，他

们在学习文言文时总会敷衍搪塞，除一些强制要求背诵的
文言文片段以外，很少会主动诵读其他篇目，文言文的学

习与他们而言不是一种渗透生命意识的文化熏陶，而是一
种被动接受。同时，由于学生不懂古人写文的要领，在阅

读文言文时总是有气无力、磕磕绊绊、停顿随意、前后不
搭，读者倍感吃力而听者忍俊不禁。这是由于学生对文言

文中的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现象的忽视，使得他们在初读
时不明其意、极易出错。由此可见，针对文言文的学习不

宜过分强调“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作为教师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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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还需要为学生创设必要的情境模式，帮助学生感受诵
读文言文的乐趣，同时要给予他们适当的点拨引导，促使

他们能够在诵读过程中更好地了解文本、品味文学[3]。 
1.2.2  阅读缺乏方式方法 
学生在阅读文言文时，经常忽略对阅读知识的积累，在

面对陌生的文言文时，不会主动寻求文本情境与之经验相联

系，无法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一些学生往往需要通过教师
的讲授、参考课文注解等资料才能阅读完一篇课堂教材中的

文言文。一旦碰上课外阅读他们便会束手无策，对教师的教
学产生极强的依赖性。学生在阅读文言文时缺少学习的灵动

和活力，难以在阅读中形成自主意识，不得要领、不懂重点，
所以让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十分重要。 

2  提升文言文课堂教学的有效策略 

课堂永远都是教学的主阵地，对师生而言，高质高效

的讲授是文言文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师有效讲授即为
学生有意义的接受。教师清晰地讲授是有效教学的重要体

现，是学生深入掌握教学内容、准确理解知识的有力保障。
在实际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在讲授中过多的起到译文作

用，而忽视了学生存在的认知差异问题，这样自然会造成
低效课堂。即便是教学中的重点也极有可能在过度翻译的

讲授下变得杂乱起来，难以构成知识的系统化，学生无法
形成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因此，为提高文言文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应注意从以下几点着手。 
2.1  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 
教师首先要培养和调动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这样才

能有效打破课堂教学的沉闷气氛，让学生用热情来激发大

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整体理
解能力，让学生本着整体感知文言作品内容的目的来阅

读，这样学生的学习活跃性要高很多。其次，在教学中要
巧设导语调动兴趣，拉进学生与文言文之间的心理距离，

寻找文本与学生现实感触中的共振点，这样学生才能用心
感受作者情感、引发共鸣，从而消除对文言文的畏难心理，

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 
2.2  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的创设能够更好地建立文言文课堂的良好

氛围，在自然而然当中引导学生应用文言的语言符号抒情

达意，这样更为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规律。在学习文言作
品时，如果只有文本材料而缺少作者、情感、历史背景的

铺垫，则很难让学生深入理解其中内涵。因此，教师要积
极为学生创设真实情境，帮助他们缩短时空距离，引导他

们走入作者内心，增强教学情感体验，这样的文言文课堂
则不会演变成单一的灌输和记忆，教学内容也不再生硬枯

燥。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时，主张让学生开展自主探究性
学习，引导学生分析思考文言文中内涵的文化、文学、语

言等因素，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学习思维，
提高他们对文言文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教师可通过文本改

写、仿写、用写以及评注等形式创设适合的情景教学活动。 
2.3  有效培养学生的文言语感 
语感是文言文学习的重要一部分。在传统教学中，文

言文课堂提倡让学生反复诵读，强调学习的日积月累，自

发形成一种文言语感。然而现代多元智能理论则认为，人

的语言智能发展体现在是否能够倾听并反映口语在声音、

节奏、色彩及变化上的特征，这些才是语感的重要体现形

式。在文言文课堂中，教师应采用多种阅读方式，帮助学

生体验语言的这些特征，促进学生建立语言符号系统，从

而加深对语言内容的深入理解。因此，教师要在文言文教

学中做到让每节课都能响起读书声，如教师范读、播放名

家范读或是学习自主朗读，其中读的形式可以十分多样

化，如低吟、伴奏读、轮流读、分角色读、整体朗读、自

由读等，并注意提醒学生在读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学会在

读中译句解意、析文悟旨、积词攒句。 
2.4  实施有效提问及组织讨论 
课堂提问要能引发学生形成深入思考，要能结合学生

的实际情况突出具备启发性、探究性的问题，重视问题的

开放、拓展效果，这样才能促进学生拓宽思维空间、提高

思维质量，培养其良好的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有效的课

堂提问要从以下几处着手：第一要合理分配问答对象，针

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提出不同层次问题；第二给学生足

够思考的时间，减少学生思考的焦虑紧张感；第三要给予

学生反馈和肯定，针对学生的答案进行客观评价；第四要

鼓励学生反问，激发学生勤思好问的学习态度。教师要强

化课堂讨论环境，通过深入的交流互动，促进学生提高认

知、情感、交际以及合作能力。 
2.5  增加文言文课外阅读量 
课外阅读是课堂教学的有效巩固和延伸，只有积累一

定的课外阅读量，学生的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才能不断提

高，否则单凭有限的课堂学习很难有所成效。教师可帮助

学生优选一些与教材文本难易程度相当的、有注解的文言

文作为课外阅读材料，同时在关键点上适当为学生进行引

导点拨，促使学生将课堂所学文言用词、句式等应用到阅

读实践中，在此过程中得到学习的深化巩固，这样学生的

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必然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作者简介：李晓玲（1980 .12—），女，内蒙古通辽人，

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基金项目：此论文为内蒙古自治区三科统编教材“铸

魂工程”专项课题——《文言文课堂教学有效实施策略与

方法研究》的结题论文，课题批准号为 NGHZX2021085。 

 
【参考文献】 

[1] 姜雪琴.新课标下的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研究——以内蒙古乌海市为例[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 
[2] 薛金梅.高中文言文阅读教学方法实施策略研究[J].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2021（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