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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以趣激学，积累迁移 
——浅谈初中文言文教学的有效提升 

◆陈婉柔 

（广州市绿翠中现代实验学校 语文科） 

 
摘要：文言文是一种传承祖国古代灿烂文化的载体，而文言文教学是初
中语文教学的薄弱环节，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文言文教学效能？
本文试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积累迁移能力等方面，针对文言文教
与学的特点，提出具体的做法，从而有效提升文言文的教学，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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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有效提升文言文教学的途径 
课堂教学，作为传授知识的主要方式，应培养学生如何把课

堂变成展示自己才能的地方，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
神，以下谈谈我在文言文教学的几个尝试：  

（一）引导预习，激发情感 
预习，是“训练阅读 主要的阶段”。其 大的好处是能有

效地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自学习惯和能力，
使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弄懂新课的内容和概念，获得成就
感，激发学习动机，为老师上课做好听说准备。 

（二）创设情境，以趣激学  
由于文言文产生的年代久远，所反映的思维、情感以及社会、

民俗、人文、地理与学生有一定的隔膜，对于名句名段，如果只
是通过文字，学生不一定欣赏得到其中妙处，因此，教师可以在
课堂教学中注意提供情境，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迁移能力和习惯。
我们可以采用多种方法配合，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品味感情，获
得强烈的审美体验，真正达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以趣激学的
效果。 

动画激趣法：例如在教《马说》前，可以先让学生看千里马
遭遇的视频，怎样在役马人的马鞭下生活， 终死在马厩里的遭
遇，这时候学生会愤愤不平，指责役马人，“为什么这样？岂有
此理！”“有眼无珠！”……在这种气愤填膺的氛围下，教师再来
引入所要学习的课文《马说》，这样直观的感受会事半功倍，可
以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文中作者对统治者不识别人才甚至摧残
人才的不满之情，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  

 表演激趣法：对故事情节比较突出的文言文，可以让学生
“演”，像《邹忌讽齐王纳谏》就可以让学生在上课之前先表演
一遍，学生自己发挥，在准备的基础上大胆想象，扮演文中的人
物（邹忌、齐威王、妻、妾、客），注意语气、神态，甚至让男
女生反串来提高他们的兴趣，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活引话题法：从生活中引入学生喜欢的话题，导入所要学的
内容，例如在教《陋室铭》前,上课前可以先谈谈现在考场出现
的种种情况，然后给学生看网络版《考试铭》内容 ： 

学不在精，作弊就行。功不在深，能抄就灵。斯是考场，唯
吾机灵。前排伸头看，后排踢脚跟。左座对答案，右座抄方程，
可以搞夹带，翻书包。有丝竹之悦耳，无案牍之劳形。60 分万
岁，理想在文凭。小子云：何愧之有？？？！！！ 

学生看到这篇文章，肯定会哈哈大笑，兴趣被激发了，老师
此时也因势利导，再问它其实是根据哪篇文章仿写的呢？引出所
要学习的文章《陋室铭》。“考试铭”相当于打油诗之类，只是一
种模仿，只能搏人一笑，没有什么价值，目的在于引出刘禹锡流
传于世的佳作——《陋室铭》。 

实践的结果是令我非常吃惊的，没想到学生的回帖是那么的
丰富多彩，从社会、自身努力等方面去给韩愈劝告并提出建议，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有效积累，类比分析  
如何熟记众多篇幅较长的文言文知识，从而提升教学实效？

我觉得让学生有效积累并培养学生类比分析的能力非常重要。 
1、背诵积累法 
朗诵和背诵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学习文言文的实际过程中总

结出的好方法和好经验，新课标要求学生“背诵优秀诗文 80 篇”，
文言文的背诵和默写是令学生却步的，何况诸如《出师表》《隆
中对》《送东阳马生序》等篇幅较长的课文，怎样让学生对背诵
感兴趣并坚持下来呢？在教学实践中除了让学生在课前准备的

那 5 分钟和早午读时间开口大声朗读之外，为了让学生重视背
诵，我采用了抽号背诵的方法，利用上课前的几分钟或上完新课
后剩下的时间来检查学生的背诵情况，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一直是
保持高昂的情绪来进行的，兴趣一来，效果也大。 

2、分析比较法 
在文言文阅读教学上我们必须尽量通过“分析、比较”的方

法，在新旧知识上寻找学生认知思维的 佳结合点，给学生提供
畅达的接通渠道，以激发学习热情，来培养学生在具体语境中的
分析比较能力。 

以单元为例，新教材中每个教学单元都有共同的“主题”，
但每篇文章又有各自的侧重点，如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所选的 4
篇文言文，以写景记游的古代散文为主，有的表达旷达胸襟，有
的流露自得之乐，有的抒发闲适之情，所记的景物不同，写作心
境不同，却都是感事抒怀，借景言情的名篇，我们可以通过作家、
作品、内容、写法等方面参考下表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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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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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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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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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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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井
游记》 

袁
宏
道 

明      

只要我们的老师要善于将同类的和类似的内容安排在一起，
让学生触类旁通，这样文言文阅读虽然重在课文本身，但不囿于
一篇，推及其他，旁征博引，扩展阅读，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
效果。  

（四） 拓展迁移，有效训练 
叶圣陶先生在他“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中指出：“知

识是教不尽的”，“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有效提升文言文
的教学要强调训练学生能力，通过练习，我们可以在知识应用的
过程中分清相似的新旧知识间的界限，以提高新知识的巩固程
度，从而使学生学习迁移能力得到提高，毛泽东说：“读书是学
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我主要通过以下途
径来训练学生： 

1、仿写：仿写不失为训练学生能力的一种好方法，有助于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也能加深其对
课文的理解，课文中获取的多方面知识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提高。 

2、互测：教会学生互测是我培养学生迁移能力的 重要的
一个方向，只要老师指导有方，测验反馈与激励的功能就更明显，
尤其在文言文的教学上，在实践过程中每学完一个文言文单元，
我都让学生自己动手互测检查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出试卷的方
式来进行总结，学生在改卷的过程中再一次地“使用”了自己学
过的知识，在这一个活动中，学生对知识巩固了三次，参与的积
极性在出卷、改卷、较真的过程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高，自然
文言文的教学效果也更加有效了。 

二、结束语：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把新学习的文言文知识纳入学生知识

结构中的有关知识系统中，使知识结构不断得到同化和调节，让
学生学会积累，实现语文知识的迁移，而这一切就要求我们在处
理有关教材时，一定要根据课文特定内容选好切入口，设置好作
为思维杠杆的支点，设计好保证深化知识的训练群，让学生在畅
达的渠道中纵横驰骋，学生才能实现语文学习真正的迁移，牢固
地掌握文言文知识，这样一来，作为教学难点的文言文教学也就
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