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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略谈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的策略 
◆余  燕 

（简阳市永宁乡境内义务教育学校  641400） 

 
摘要：文言文作为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初中语文课

堂教学中的地位愈发显著。但就目前来看，文言文教学在实际开展的过

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如何有效的提高文言文教学的教学效率与

教学质量，便是相关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对初中语文文言

文教学的一般策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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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目前来看，现阶段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还存在很多问题，

这使得文言文教学的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逐渐下降。所以，对初
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的一般策略进行有效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文言文素材进行合理选择 
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

性格特点，选择出 适合初中学生学习的文言文素材，并根据课
堂教学的活动内容对文言文主题进行确定。在此条件下，合理的
选择文言文材料，既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兴趣，
也能够促进学生对文言文理解能力的有效提升。例如，教师可以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选择一篇文言文素材作为课堂教学的教学主
题，比如《陈太丘与友期》。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陈纪在七岁时
就懂得为人处世的故事，更是体现了他的聪明与智慧。教师便可
以以“无信”与“无理”为该节课的教学主题，对《陈太丘与友
期》这篇文言文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对这篇文言文进行诵读与翻
译，并了解这篇文章的主体内容。由此可见，利用这种教学模式
对《陈太丘与友期》这篇文言文进行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更深
入的体验的学习文言文的乐趣，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言而有信、为
人处世的道理。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的课堂内容，
有意识地对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素材进行合理筛选，以确保
为学生提供 优质的文言文素材及资源。 

2 将角色扮演的教学方式融入到文言文教学中 
文言文与其他文体相比，更具有现实性，它主要是将一些社

会现实或是人情世故利用古诗文的形式体现出来。由此可见，教
师对文言文进行有效讲解是非常有必要的。就现阶段而言，大部
分初中语文课堂的教学模式都比较传统，教师都是直接将文言文
的翻译结果告知学生。这种比较直接的文言文教学模式既不能够
促进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也不能有效的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
地位体现出来， 终会造成文言文教学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所
以教师可以将情景教学引入到文言文教学中，利用角色扮演的方
式，加深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与记忆。基于此，教师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结合该节课的课堂主题对情景进行创设，例如，在对《桃
花源记》这篇文言文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组织学生根据个
人喜好进行分组，比如导演组，演员组，剧本组等。教师还应引
导学生根据文言文中的人物与场景进行角色互换，比如，可以扮
演桃花树、山洞、村民、渔人等。在此情况下，演员组要根据自
己对这篇文言文素材的理解在导演组的配合下进行表演，更加直
观的将文言文人物的心理、动作、表情以及该文言文的主体内容
表现出来，并将其还原。该文言文主要讲的是一个渔人偶然间遇
到桃花源的故事，该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却真实的描绘出了一
个剥削和压迫的桃源生活，以此来反映早起人民想要摆脱压迫与
剥削的主要思想。而这种角色扮演的方式既能够让学生切身体会
以上思想内容，也能够借助文中人物的情感变化来加深学生对文
言文中心思想以及作者情感变化的理解。 

3 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 
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对课堂教学的教学效率与学生的学习

质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例如，教师在对《山峡》这篇文言文进
行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自己比较喜欢的句子进行
阅读并理解。在文章中作者主要是对三峡中连绵不断的夏水以及
清幽秀丽的秋景进行描写，所以教师便可以以三峡为教学主题，
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并理解。通过对该文言文的仔细阅读，用心的

感受文章中山峡的美景。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多与其他
同学沟通交流，将自己内心中对该文言文内容的真实想法与真实
感受表达出来，进而使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文言文的中心思想。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提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提升自身主动
思考的能力，以实现为学生营造良好课堂教学氛围的目的。比如，
教师可以提出“同学们去过三峡吗？”、“三峡的水湍急、清澈
吗？”、“山谷空旷吗？”“作者为什么要先写山后写水？”、“作
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等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品
读及理解。品读得越深入，学生离作者内心深处就越近，学生的
理解就越深刻。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语言行为以及语言艺
术引导学生进入《山峡》的特定教学场景中，以议论、抒情或是
渲染情绪的方式对学生的情绪状态加以引导，并借助声音的朗读
将不同层次的语言艺术表达出来。可以是缓慢的声音，也可以是
急促的声音，以确保学生能够在语言中体会文章想要表达的不同
情感变化。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结合文章内容将文章中的情感
用实体场景表现出来，并引导学生进入到所布置的情景中，让学
生借助良好的教学氛围切身的体会到文章中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文章情感，以实现加深理解、提升教学质量的目的。 

4 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合 
传统文言文教学的教学模式比较枯燥、也比较单调，并不利

于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学习质量。而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出现恰
恰能够解决以上问题，不仅从视觉、听觉等方面给学生带来了一
定的震撼，也实现了文言文知识的完美转化，有效地将原本比较
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变为了更加直观形象的动态化知识。例如，教
师在对《观潮》这篇文言文进行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钱塘
江潮水的图片配上《观潮》中的句子，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绘制
成相应的图片或是视频，并通过 ppt 或是课件的形式展示给学生，
让学生们对钱塘江的潮水有了更深的认识，进而实现了知识的动
态化。这种融合了信息化技术的教学方式不仅受到了学生的欢
迎，也促进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提高，进而使文言文教学的教学
效率与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文言文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对文
言文教学的有效策略进行了有效研究，以实现提升教学质量与教
学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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