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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古韵

——初中文言文创新探索之旅

李君科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五丈原初级中学　722406

摘　要：在人教版教材中，文言文也占全部教材的三分之一，文言文一般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留下的佳作，其行文流畅，简

洁明快，言简意赅，但年代久远，与现代文差异极大，因此对于初中生来说，学习的难度自然就不言而喻。传统的文言文的

教育教学方法在教授的过程中显示了它的不足，比如：学生不能够很明确地理解文中大意、学生对文言文的知识掌握得比较

肤浅、文言文的学习只存在于死记硬背的模式中等等，那么如何运用有效的教学策略来进行新课标下的文言文教学，是当前

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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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文言文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

千年的智慧与情感，是连接古今的桥梁。进入中学后，学生

们才真正开始了对这个深奥的世界的探索。“穿越几千年的古

韵——初中语文教学改革开放之旅”，旨在从新的角度、新的

方法，为语文教学注入新的活力。通过不同的教学方式，力

图营造一种沉浸式的学习情境，使学生在探究和经历中，既

能掌握文言文的语法和词汇，又能深入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

内涵和哲理。

一、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简单来说，

使用文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即为文言文，这些作品中蕴含着我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思想和智

慧结晶，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传，非常珍贵。初中语文

中文言文涵盖了从先秦一直到清末民初这个期间内的作品，

都是经过专家精挑细选的内容，所占比例大约为 30%。开展

文言文教学，可使学生汉语基础更加扎实，这一点传承和发

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并且学生的民族精神也能

够得到有效培养。其次，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文言文有着悠

远的韵味、凝练的语句，无论是诵读、默写还是背诵，对于

学生成长、发展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以及落实素质教育都有着

不可忽视的意义，并且能使学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

承者和发扬者，成为社会发展的接班人。学习文言文不仅能

传承传统文化，还能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思想，使其在学习

过程中感知到我国语言的魅力，实现素质教育的全面落实，

且有利于发挥出素质教育的意义。最后，可促进学生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进步促使我国教育不断创新、变革。进入初中阶

段，语文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

学好文言文会显著拓展学生阅读、交流、思考以及讨论的空

间，增强学生阅读和学习语文的兴趣，学生不仅能体会到文

言文蕴含的语言美，还能对我国古代汉语有所了解，有利于

学生未来的发展以及职业规划等。由此可见，文言文教学在

初中语文教学中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教师结合新的教学理

念和方法，采取有效措施。除了实施教学，激发学生兴趣的

同时，也要提高学生主动性，保证教学有效性，为提升学生

语文素养奠定基础，并且推动初中语文教学的发展。

二、当前初中语文教学中文言文的学习所面临的问题

（一）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过于传统

当前，初中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知识是初中学生学习的

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考试必考的内容之一。文言文承载着

古人的思想精髓，是我国文化中的瑰宝。但是，众所周知，

部分文言文中的词汇与现代文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

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学生就会出现因晦涩难懂，不愿钻

研的情况，这对于学生文言文知识的掌握存在一定的障碍。

在当前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般都以文言文初读、文言文语

篇大意的讲解、文言文字词逐句的翻译学习以及课后文言文

的背诵、抄写以及做题等步骤进行教学，这种方式无形中就

会导致学生对初中文言文知识的学习失去兴趣，中华文化瑰

宝变成了干巴而了无生趣的课堂讲解和无休止的做题，最终

失去了文言文在精神层面的价值和内涵，使得文言文的工具

性和人文性没有被充分地发挥出来，初中语文教育教学质量

也无法得到提升。

（二）教师不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提升

教师不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导致学生没有形成积

极学习文言文的习惯。在大部分的语文课堂教学阶段，教师

都以通过对学生进行单纯的讲解的教学方式进行，完全不考

虑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及对文言文知识的理解，就让学生采用

勾画重点和难点知识的办法来课前预习、课中学习以及课后

复习，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兴趣消减，同时导致对文言

文知识一知半解的情况。这种教学方式虽说在一定程度上也

可以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让学生对于文言文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众所周知，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特征，使得学生丧失了学习文言文的动力。长此以往，学生

就会对文言文的学习产生厌烦情绪，不利于后期教师展开有

效和有质量的教学工作，同时也无法让学生养成主动学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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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的好习惯，使得文言文当中的语言精华无法被学生得到

很好的运用。

三、初中文言文创新探索之旅

（一）为文言文语篇创设相应的情境，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

传统的文言文教学模式相对比较枯燥和乏味，在新课标

的教育目标指导下，初中教学要求教师要能够采用多元化的

教学方式，通过运用科学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

学生能够在互动教学中增强主体的感受，让学生主体能够

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达到新课标规定的教学的目标。因

此，教师需要在教授文言文的过程中，学会创设相应的语篇

情境，以达到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性的

目的。比如：在学习人教版八年级《桃花源记》的过程中，

由于本篇文章属于一种写景类的文言文，因此，主要以主人

公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在学习本课的时候，教师可以突发奇

想，通过边读边绘图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为本篇文章绘制出

一幅语篇情境图。初读文章时，学生可能会对第一句不太熟

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理解的地方入手，即：“忽逢桃花

林”这句，给学生的第一个概念是这个景物以桃林为主，学

生描绘出该景物。接着通过“落英缤纷”学生们理解到：这

属于一个动态的桃花瓣落下的唯美风景。这个时候学生们还

会展开想象并想到自己身处在这种桃林之下，任凭桃花瓣飘

落一地的美妙气氛，学生瞬间解压了，都想对文章一探究竟。

从“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以及“山有

小口，仿佛若有光”，学生们感受到桃林之深，看到了水源就

是桃花源的入口。直到进入桃林后，里面又是一片繁华的景

象，因此，从文章后面的内容上，可以看到土地、屋舍、良

田、美池、桑竹、鸡犬、（黄发垂髫）老人和小孩。学生在看

到这些大致景物后，就会一一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角度进行绘

画补充，接着，通过“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可知这里

的人们都是非常好客的，由此，学生就会想到：好客之人，

一般都是笑语盈盈且让人如沐春风的一个状态。学生就会结

合这句描述，为人物绘制出相应的面部表情。通过这系列的

描述，使学生对本篇文言文中的景物、人以及人物表情等进

行一一的揣摩，同时还对其中的人们所拥有的状态和外部生

活环境进行一一对比，使得学生更加向往桃花源的真实场景。

有条件的学校，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绘制动态视频，通过动

态景物的绘制和呈现，为学生展示出一幅祥和、美好、温馨

而又生动的世外桃源景物图，学生在学习文章的同时，感受

文言文之美，加深了文言文知识的美育内容理解，提升了德

育品质。

（二）巧设辩论教学活动，活跃课堂气氛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很难引起学

生的深度学习和积极探究的欲望。要想突破这个困境，教师

们可以对辩论教学进行巧妙的设计，这样既可以让课堂氛围

更加活泼，又可以让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和表现的能

力得到很大的提高，让文言文的学习更加生动、更加有趣，

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和质量。以人教版八年

级《孟子》三章的教学为例，这三篇文章不仅蕴含了深刻的

哲理，还充满了思辨的色彩，非常适合作为辩论教学的素材。

教师可以围绕每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设计一系列具有启发性

和争议性的辩论主题，引导学生深入文本，挖掘其内在价值。

首先，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分组初读课文，利

用工具书和注释，自主解决字词障碍，初步掌握文本大意。

这一步骤旨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接

着，进入细读课文阶段，鼓励学生深入研读，体会文章中的

精妙之处，理解孟子思想的精髓。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

适时引导，帮助学生梳理文章脉络，把握论点论据。在此基

础上，以小组为单位，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比如《富贵

不能淫》，可以把争论的话题设为“有钱能迷乱人心”。每一

组都要根据所学内容，根据所学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观

点。辩论时，由各组选出一人担任主要辩手，陈述自己所提

出的论点，其余小组成员充当智囊团，以协助与辅助。在此

基础上，另外两个小组分别以“反驳者”的身份，用现代语

言对主要论点提出质疑、驳斥，并引述原文中的语句加以佐

证，以加强论证。通过这种形式的讨论，既加深了学生对课

文的认识，又培养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应变能力。此外，透过多元视角的碰撞与沟通，亦可使学生

们对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并培养出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

同时，在生动的课堂氛围下，学生们也能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进而对文言文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三）通过延伸阅读，来理解文言文的思想内涵和人物

品质

《核舟记》是中学文言文宝库之一，它以其精湛的技艺

描写、丰富的人物描写，是展示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人文

精神的典范。通过本论文的学习，使学生们既可以欣赏到微

型雕刻的精美，又可以深入地感受到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格特

质和文化价值，使其整体素质得到全面提高。人教版八年级

《核舟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教师可以用拓展阅读的方法，

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多维度、深入的了解，使学生在掌握了

文言文的基础上，获得了有价值的道德教育营养。首先，教

师可以介绍中国古代微型雕刻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代表

性作品，使学生们明白《核舟记》中所描绘的“核船”并非

单纯的手工制品，而是中国古代微型雕刻的优秀典范。这种

背景性的设置，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为以后的学习打

下坚实的基础。其次，为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作品中的角色，

教师可以让他们读一些有关的史书或人物传记，尤其是王叔

远（假定他是核舟雕刻者，因为原文没有指明，所以只举例

子），或者其它古代艺人的事迹。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

看到工匠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可以看到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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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执著追求与无私奉献。这样，学生们就能更直接地体

会《核舟记》中主人公的崇高品格，并与之产生共鸣。再次，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展示核舟的实物图片或视频

资料，让学生近距离观察核舟的精细结构和精湛工艺。同时，

可以播放一些与核舟相关的纪录片或专题片片段，介绍核舟

的制作过程、技术难点以及艺术价值。这样的直观展示，能

够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古代工匠的智慧和才华，以及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最后，在深入分析文本内容的

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讨《核舟记》所蕴含的文化内

涵和审美价值。通过讨论核舟上的各种人物造型、场景布局

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等，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文章的主旨

思想，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同

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核舟作为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

值，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通

过这样的延伸阅读和学习活动，学生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地理

解《核舟记》这篇文言文的内容和意义，还能够深刻体会到

其中所蕴含的人物品质和文化价值。这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

语文素养和审美能力，还能够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本文的学习，学生们已经悄无声息地跨

过了时间和空间的藩篱，与古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度对

话。学生在学习古文的同时，也学会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

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并在继承和创新中寻求一种平衡点。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旨在提高学生

的语文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批判思维水平。这次独一无二的探险之旅，一定会给学

生们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让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不断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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