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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李　宁

双牌县第二中学　425200

摘　要：文言文是历经五千年的文化精髓和内涵，承载着古代文人墨客的丰富精神，是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重

要载体。高中文言文教学实践中，联合多种教学模式全面提升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不仅能够丰富学生阅读体验与感受，

还会让学生从内心深处领悟文言文这一传统文化魅力，从而推动传统文化的继承。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当前高中生文言文阅

读能力较低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实际教学情况入手，提出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提升的策略，仅供相关人员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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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阅读作为高中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由于

文言文理解相对困难，导致学生学习文言文存在一定的困难，

尤其进入高中学习生涯之后，文言文的语法结构更加复杂多

样，因此，高中生要想学好文言文，掌握文言文丰富的知识

内涵，就要从提升文言文阅读能力着手，教师通过启发学生

思维为起点，依次引导学生分析语境与问题，从而形成完善

的文言文语境，帮助学生全面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为提升

学生文言文学习质量奠定基础保障。

一、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较低的原因

（一）教材方面

高中统编版语文教材主要包含选修和必修两种形式，必

修教材是学生在高二之前要完成的内容，其中编著的文言文

总共有 17 篇，这就存在教学内容较多，课时少的问题，甚

至有些篇幅较长的文言文需要占据 4 个课时，简单的文章也

需要 2-3 课时。通过实际教学情况可知，教师在文章内容梳

理和分析方面就需要两个课时，这样留给文章阅读的时间就

少得可怜，课后学生还要完成基本的书写和背诵作业，导致

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文言文阅读，影响学生文言文阅读

能力的提升。高一阶段，学生需要接触的文言文主要有《鸿

门宴》《荆轲刺秦王》《烛之武退秦师》三篇，虽然看似文言

文数量不多，但是每篇文言文涉及的语法知识就有 30 个—

60 个左右，随着文章字数的逐渐增加，学习内容与学习难

度也会逐渐提高，这样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同样也

给学生造成了畏难心理，阻碍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提升
［1］。

（二）教师方面

首先，有些教师忽视文言文教学活动开展，这些教师认

为语文学习的重点应该是现代文阅读和写作，同时这两项是

高考拿分的关键，因此，教师会从升学率方面进行考虑，重

点开展写作教学和现代文阅读教学，忽视学生文言文阅读能

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审美能力和语言能力逐渐下降。其次，

教师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模式的应用，文言文教学实践中，教

师以考试卷中内容作为参考依据进行文言文内容的讲解，教

师结合考试要求和内容，将文言文教学内容分为翻译、断句、

字词释义等几个方面，促使教学内容与高考内容的一致性，

导致教学内容相对单一，难以激发学生文言文学习兴趣，不

利于教学效率的全面提升。另外，教师在课堂上很少花时间

带领学生朗读文章，即使有些教师带领学生朗读，但不重视

朗读的技巧，导致学生难以学会鉴赏文言文内容，不利于学

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最后，教师教学观念有待更新，

有些教师教学观念相对滞后，依然沿用多年前的教案，或者

参照有经验教训开展教学活动，未能立足学生实际情况调整

教学方案，忽视独有教学模式的构建。这种单一传统的教学

模式，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导致学生无法接收和

借鉴新鲜事物，阻碍学生的长远发展。由于教师未能抓住学

生文言文阅读习惯形成的规律，进而无法针对学生开展有规

律的训练，导致学生阅读能力发展缓慢，从而影响阅读能力

的提升。

（三）学生方面

通过教学实践结果显示，学生学不好文言文，最主要的

原因就是，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学习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

出来，同时在学生身上还表现出学习观念不正确的情况。在

对高中生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缺

少兴趣，甚至还有一些学生会恐惧文言文，他们认为文言文

结构及语法内容晦涩难懂，学习起来十分困难，同时在学习

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即使这样学习成绩还得不

到明显的提升，所以学生将逐渐失去文言文学习兴趣，久而

久之，将影响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另外，高

中学习阶段，学生需要面临繁重的学习压力，在众多科目学

习过程中，学生难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语文，尤其针对选

择理科的学生来说，他们更愿意将时间放在见效快的数理化

学习中。在文言文学习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有些学生未能充

分认识到文言文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文言文离我们太过

遥远，学习起来毫无必要。

这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才会加大了学生文言文阅读

能力提升的难度，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考

虑这些方面，从教学观念、教学方法、学生角度出发，进一

步培养与提升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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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提升策略

（一）引导学生分析语境构建语意

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文言文语言环境，通过寻找前

后文之间的关联性，推导出词语的深层含义，进而全面理解

文章意思。第一，教师引导学生从文章具体表述入手，帮助

学生理解文章深层含义。文言文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些

文言文篇幅短小，但学生理解起来依然毫无头绪，究其原因

就是，学生未能进入文章的具体表述中，只有学生融入文本

中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思考，通过上下文之间关联性的挖掘与

体现，方能读懂句子含义，朗读效果也更加显著，这样才能

帮助学生找到对应知识点，从而找准问题的答案。第二，教

师开发学生思维特征，帮助学生实现上下文的连接。只有上

下文之间相关联，才能让文章清晰呈现在学生面前，阅读起

来也更加明朗和轻快。学生通过上下文联系，能够理解出句

子的大概意思，并按照句子意思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整理出

句子结构，充分理解句子的深层含义。阅读实践中，倘若学

生碰到一些难以理解的词语时，也可以从读者的脑子探寻与

汉语词汇相关的内容，然后结合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去判断

文章的具体含义。总体来说，学生进入语境分析之后，需要

理清文章思路和结构，并在教师指引下依次发现其中存在的

联系，结合思维带动和语文分析的技巧，帮助学生运用汉语

思想理解文言文内容，从而将语言从文章内容思维中剥离出

来，进一步激发与带动学生阅读理解的积极性和能动性［2］。

其次，教师带领学生构建具体语言意境，引导学生深入

理解文章内容。建构语意主要指，运用学生原有的母语知识

和能力去解读文言文，从而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文本内容。文

言文阅读具有一定难度，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句与句之间的联系严格制约着词语与句子的意思表达，只要

联系得不够紧密，就会影响句子意思的判断，导致学生只能

意会其中意思，给学生理解文章内容造成一定难度。第二，

文言文结构安排主要以词语为主，意义表述不够明确，完全

依靠语境制约，一旦语境不明确，就会让词义表达不清楚。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构建语境是阅读文言文的关键环节，在

语境构建基础上帮助学生理解文章语意，进而提升文言文阅

读能力。例如，在高中语文统编版必修下册 2《烛之武退秦

师》教学时，在“夫晋，何厌之有？”这句话讲解过程中，

针对“厌”这个字的解读和分析，教师需要指导学生调动自

身汉语知识储备，让学生联系“贪得无厌”和“喜新厌旧”

中的“厌”字，进行文章“厌”字的理解，学生通过比较和

分析了解到，文章中的“厌”字具有“满足”的意思，采取

这样的方式，不仅帮助深入理解“厌”字的深层含义，同时

还帮助学生构建了语言情境，让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这一知

识点。学生只有现代汉语知识词汇掌握得越多，才能够从更

全面的角度理解文章意思，促使教师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的同

时，提升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其中需要注重的问题是，文

言文阅读实践过程中，学生需要从思维角度入手，不断促进

思维的运转和语境的形成，并借助原有知识储备，进一步提

升学生知识的运用能力，从而培养学生阅读能力［3］。

（二）联合多种方式激发阅读兴趣

第一，借助课前导语的巧妙设计，吸引学生注意力，激

发学生阅读文言文的兴趣。导语是课堂开始的重要内容，教

师应注重导语的设计与实施，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一

步激发学生阅读文言文的兴趣与热情。例如，在统编版高中

语文必修上册《赤壁赋》教学时，教师在这节课开始前，教

师可以从作者特征、创作背景和社会环境入手设计课堂导语，

教师设计的导语如下：“大家知道苏东坡这个人吗？他一生中

创作了多篇名著，创作题材丰富多样，有诗词、有绝句等等，

今天我们学习一种新的文体——赋。”学生对苏轼并不陌生，

因此教师从苏轼诗词入手，帮助学生理解不同的文体，不仅

能够激发学生对苏轼的崇拜之情，同时还能减轻学生的学习

难度，进一步培养与提升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

第二，巧借信息技术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

生阅读实效性与有效性。通过教学实践结果显示，高中语文

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能够整合与总结教

学资源，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具体来说，信息技术具有形式

新颖的特点，与传统教学模式具有较大差异，不仅能够吸引

学生注意力，同时还能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另外信息技术的巧妙应用，能够以直观形象的

方式将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有利于学生形成主观认知和形

象认知。文言文中语言文字表达方式比较隐秘和生涩，展现

内容都是作者的真实经历，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象，文言文

虽然篇幅短小，但具有独特的含义，只有教师帮助学生理解

其中主旨，让学生从作者心境思考文章内容，就会感悟和理

解作者的心声，有利于学生深层理解文言文内容，进一步增

强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内涵。因此，教师需要借助信息技

术手段，搜集与文章相关联的资料，在拓展学生学习资源的

基础上，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章内容。例如，在统编版高中

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蜀道难》教学时，教师将文章大致内

容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动手实践在网络上搜集与蜀道有

关的资料和图片，并将自己搜集的图片配上相对应的文字，

帮助学生深入感受蜀道的惊奇和险恶，教师让学生带着搜集

好的资料阅读体会《蜀道难》这篇文章，感受作者“行路难”

的状态，进而深入体会作者的仕途艰难的心态与困境，借助

这种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文本内容，从而提升阅读效率与质量。

（三）传授阅读技巧指导自主阅读

第一，培养学生想象与观察能力，指导学生运用假想思

维进行学习。文言文距离我们比较久远，学生往往对文言文

比较陌生，如果缩短学生与文言文之间的距离，增强学生对

文言文学习内容的感受与体验，才是教师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学生与作者情感形成共鸣，从而深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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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文言文魅力与内涵。首先，教师指导学生借助资料拉近与

古人的距离，只有真正了解古人的特点和心态，这样在阅读

他的作品时才会得心应手，理解也会更加全面和透彻。学生

将整理好的资料呈现在课堂上，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和

互动，通过这种方式拓宽学生知识视野。例如，在统编版高

中语文必修下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教学时，本篇

文章出自孔子的《论语》，因此，在阅读这篇文章时，学生可

以从孔子生平简介入手，搜集孔子的经典著作，了解孔子的

生长环境，然后将这些内容整理出来，通过小组合作方式在

课堂上交流，进一步了解孔子与《论语》的内容，通过这种

方式激发学生对孔子的敬仰之情。其次，教师指导学生充分

利用文章注释内容，通常来说，文章注释包含作家简介、创

作背景、字词解释等内容，为学生深入理解文言文内容具有

很大帮助。另外，学生可以利用工具书帮助自己理解文章字

词含义，学生在新课预习中会遇到难以理解的句子，借助工

具书逐一翻译和解释，便能提前理解文章内容，为学生课堂

高效学习奠定基础保障［4］。

第二，文言文学习过程就是文言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

学生只有不断积累知识，并掌握知识的学以致用与举一反三，

才能有效提升学生文言文阅读质量与效率。课堂教学过程中，

学生不仅要将知识点记录在课本上，还要让学生对文章中出

现的词语与句子进行整理和归纳，之后再由各小组交流互动，

对内容进行适当的补充与延伸，增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提升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教师要具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并联合多种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文言文学习兴趣，并针对学生学习情况构建具体教

学情境，进一步提升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

养全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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