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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初中生自主学习文言文的兴趣策略研究 
◆温良飞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构皮滩中学  贵州余庆  564408） 

 
摘要：农村初中生自主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丧失已是较为普遍的问题，其

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本文拟从文言文与口语相脱离的背景因素、学校因

素以及教育心理学等现状，逐一对原因进行分析，并从立足于教师、学
生、课堂三个方面，提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文言文兴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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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在文化历史长河中书写出一段关于语言的传奇，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文课
程标准》也明确指出：“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
化智慧”“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背诵优秀诗文 240 篇
（段）”“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
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
可见，文言文学习在初中阶段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也是当前语
文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农村初中生文言文自主学习的现状及原因 
当前，农村初中生自主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丧失已是较为普遍

的问题，他们既有以往厌学情绪的积淀，又与当下社会环境、学
校教育、学生个性和心理因素等相关联。黄伯荣、廖旭东在《现
代汉语》(2012) 中认为，口语是基础，书面语是随着口语的发展
而发展的，二者相辅相成。文言最初形成于先秦时期，使用范围
广，但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逐渐发生了改变，于
是书面语慢慢地与口语脱离。尤其是 20 世纪 20 年代国人中先进
知识分子高呼“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
文学”以来，文言文的运用也日渐淡出日常生活。这种与口语相
脱离的现象对初中文言文的自主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使学生
很难从实际生活中获取学习文言文的直接经验，教师也难以把生
活体验与教学活动结合在一起。 

在文言文课堂教学中，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忽略对文言文
自主学习方法的传授，只是一味让学生背诵课文，有的教师甚至
要求学生背诵注解，而师生独特的体验无法融入整个文言文课堂
的教学过程，教学只是被简单化地处理成文言文的诵记，而诵记
的目的就是为了考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仍然沿着“读-译-
解-背”的教学模式展开，千篇一律，把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
文质兼美的篇章，内容丰富多彩的教材定格成了生产流水线。这
样的课堂教学形式单一，课堂气氛压抑，学生成了配角，自然索
然无味，厌学心理日渐积累，自然深受其害，也难以获得文言文
水平的提升。 

学生在文言文的学习过程中，学习动机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大部分学生只是为了应付老师的检查或者考试，甚至部分学生存
在“文言文无用”的观点。动机不同，对文言文的喜欢程度与投
入的精力自然差别也较大，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据笔者调查：
学生每天花在文言文学习上的时间不足 1 小时，有的学生甚至没
有花时间，学生在学习中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易产生依赖
思想，上课不认真听，不注重思考，总认为资料上写着，何苦白
费劲。 

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文言文兴趣的策略 
（一）立足于教师，实施文言文课堂有效的教学 
作为文化传递与继承的教师，应提倡“活到老，学到老”，

用更多科学的教育教学理念及丰富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如
涉及的专业圈内素养有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学知识、语文教材
知识、文言文教学理论、中考文言文知识及语文科研知识等，专
业圈外素养有学生学情概况分析、教学管理知识及信息技术知识
等等。教师只有具备丰厚的学识魅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自
主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教师还应立足于不同的文本，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模式和搭
建平台引领学生走进文言文的殿堂，如采用启发式教学、合作式
教学、自主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在班级中营造学习文言文的
文化氛围，让学生通过这个平台不断成长和进步，从而提高学生

自主参与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比如课前三分钟阅读文化经典作
品，开展课外文言文阅读的相关语文活动等。 

（二）立足于学生，实施文言文课堂有效的学习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

善也……”学生对学习是否有求知欲，直接决定了学生学习文言
文的质量。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课堂导入、讲解、提问等环节设
计相关活动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以保障课堂上学生注意力的集
中。另一方面，教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如提前预习的
习惯、勤于动笔的习惯、积极思考的习惯、善于质疑的习惯、勤
查工具书的习惯、细心观察的习惯、仔细审题的习惯、定期复习
的习惯及认真书写的习惯等，良好的习惯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为学生不断深入自主学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再者，教师还要
教给学生正确的文言文学习方法，促使学生兴趣的提高。据邓建
烈先生主编的《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辞海》中概括了文言文相关的
古人读书法竟然有 40 种：孔子学思习行法、陶渊明会意读书法、
孟子“知人论世”法、欧阳修“计字日诵”法、苏轼“八面受敌”
法、朱子读书法、焦循“寻思读书”法……教师不妨结合文言文
教学，适时引导学生总结古人和今人优秀的学习方法可以有效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能力。 

（三）立足于课堂，实施文言文课堂有效的管理 
教师在文言文课堂教学中对教学时间应进行有效规划，把握

最佳时域，优化教学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时间损耗，保证文言
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另外，良好的课堂教学秩序和纪律也为文
言文课堂的有效教学提供保障。 

总之，农村初中生自主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丧失由多方面因素
引起，只要我们站在教师角度、学生角度以及课堂教学管理角度
多措并举，实施兴趣策略，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文言文教学
疲软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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