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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文言文训练与文言文能力的提升 
◆戴俊辉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陈埭民族中学  362200） 

 
摘要：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语文素养只有通过科学、生动的“训练”才

能养成、提高。目前，中学生文言文阅读的现状让人担忧，中学生文言

文阅读的能力也应该在训练中提高。文言文课该训练些什么，如何进行

有效的课堂训练，是语文老师该研究的内容，也是本文要探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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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的目的“全面提高学生的语
文素养”，而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语文素养只有通过科学、生动
的“训练”才能养成、提高。叶圣陶老先生指出：“训练训练，
分开来说，‘训’是老师的事，‘训’着重在教师的主导作用；‘练’
则是学生的主动活动。训和练的关系，体现着教和学的关系，训
练的过程即教学的过程。”中学生文言文阅读的能力也应该在训
练中提高。 

当下中学生文言文阅读的现状很是让人担忧。高考文言文分
值高达十九分，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生对文言文却偏偏毫无兴趣，
辛苦三年得分率往往不尽如人意；很多文言文篇目情文并茂，学
生却味同嚼蜡，课文背诵苦不堪言。面对这样的情况，文言文教
学该何去何从呢？ 

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已经有教师对文言文“训练”开始
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增加反复阅读、提问、讨论等语文训练。
然而，大多数的文言文课堂仍是教师串讲占用了绝大部分时间，
“训练”其实就是一个形式，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依然普遍低
下。那么，文言文课该训练些什么，“训”与“练”是怎样的关
系，如何进行有效的课堂训练呢，文言文训练的重点又是什么，
这些都将是语文教师研究的内容。 

课标以及大师们纷纷强调训练与语文的关系，认为语文能力
的培养必须通过课堂训练。随着有效教学的推进，教师对语文学
科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渐渐地树立起语文课堂训练的意
识，并努力转化为有效的教学行为。 

按照钱梦龙老师文言文的教学方法，课堂以学生自学为主，
让学生在自读中培养语感，利用导学案，落实基本文言问题、把
握基础的文言知识，通过师生间的提问、师与生、生与生之间的
交流来完成文言文文本的学习。以人教版高一必修一文言文单元
为例，笔者就文言文课堂训练开展了一些尝试，以期提升学生的
文言文阅读能力。 

必修一文言文单元安排的是先秦历史散文。学习本单元，要
在重视诵读和背诵的前提下，掌握文言词语的含义及其在课文中
的用法，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烛之武退秦师》安排在本单元
的首篇，指导学生学好这篇文章，打好基础，树立学生学好文言
文的信心是很有必要的。根据教学目标，笔者确定了教学重点。
安排了自学、诵读、讨论、总结等环节，然后以学生为主体进行
学习。《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规定“重视语文知识与能力的整合，
重视积累、感悟、熏陶和语感的培养，以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
整体提高”。要做到这些，笔者认为对文言文来说 有效的手段
是诵读。因此，在教学时重点采用诵读的方法，使学生整体感知
课文，理解课文，探究课文。理清文章思路，把握文章思想内容。
同时通过多媒体 PPT 展示和讲解讨论等方法来辅助教学，提高
教学效率，进行有效教学。理解把握文中常见的文言实词和虚词
的意义和用法，这对农村中学的学生来说难度相当大，笔者采用
了重点字词教师讲解，配合导学案练习的方法，及时发现学生的
问题，让学生不至于整堂课听下来云山雾罩，然后学生讨论探究
烛之武的形象。总的来说，这堂课在课堂上采用了以下学法及能
力培养训练：学生参照注解大体理解课文内容，然后在诵读中培
养语感， 后引导学生动脑分析形成能力。教师指点学生圈点、
勾画，批注疑点、重点、难点，养成读书好习惯。小组合作讨论，
理性分析。    

《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就在第一课学习的基础上，鼓励
学生自学，引导学生自主预习课文，落实字音停顿，结合注释疏

通课文，勾画难理解的字词句，让学生抓住整篇课文的主体事件、
主要人物活动，整体把握内容。高中文章篇幅长，特别要重视预
习，强调多诵读。引导学生在整体把握的基础来读文章。由学生
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的字、词、句的含
义就自然而然地被学生理解，不少难点由学生提出来，大家一起
解决，效果自然比教师“灌”好。课文大部分内容让每组派学生
讲解， 后练习反馈。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精心选择
练习题，一方面巩固学习所得，另一方面检测效果。练习题教师
要适当控制难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成就感：不要老师的一言堂，
通过自己的阅读讨论，也可以读懂文言文，效果还不错。当然在
学生自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班级巡视及时指导，及时解决问题。 

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学生会不断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如
对词类的活用、特殊的文言句式等无所适从，原因在于这一块知
识点学生初中基本没有接触。教师可以将相关的词类活用、文言
句式等整理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归纳、总结，发现其中的规律。
接着要充分利用练习册里的基础知识初探模块，让学生独立完成
其中的文言知识，巩固对文言现象的理解。在教学中好可以回到
教材的文言文中去，把相关的文言现象找出来，可以多找学生更
为熟悉的初中的例子，逐个作出分析。加深学生对意动用法、使
动用法、判断句式、被动句式、倒装句式等文言现象的印象。另
外，古汉语中的倒装句式主要是和现代汉语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差
别，在学习中讲清楚现代汉语句法特点，比较两者的差异也是一
种有效的办法。 

当然，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文言阅读能力的训练也存在许多
实际的问题。身处农村中学，学生的语文素养、文言功底自不需
多言，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也是一个大问题。导致的问题是自学预
习任务不能完成，在小组合作中，部分学生被动依赖小组比较积
极的同学、依赖参考资料，缺乏自动学习的精神。另外，高中课
文篇幅长，学生参与课堂多，导致课堂时间不够用，也是一个严
峻的问题。这些教学中的问题有待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
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