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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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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文旨在明确目标，让学生快乐

学习；发挥想象力，让学生理解；大声朗读，让学生善读三个方面，探讨了小学文言文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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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承载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它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
政治智慧、历史教训，还有审美情趣，让少年儿童亲近古文，
学会阅读古文，对传承中华文化、汲取人文精神和传统的智
慧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如何让学生有滋有味地读
文言文呢？笔者在教学中做出了以下尝试。

一、现阶段我国小学文言文阅读教学的现状
（一）传统教学模式制约了文言文教学的效率
教学模式的有效性、科学性是直接能够影响课堂教学质

量以及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小学语文教
学模式的实践结果表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影响了课堂教
学的质量，也不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不符合我国新课程改
革的具体要求。学生虽然快速地掌握了当前所学的文言文，
但日后在遇到文言文的时候，完全不会阅读，严重制约了学
生进行文言文阅读的质量以及效率。

（二）重视程度不够
绝大多数的小学语文教师不重视文言文阅读教学活动，

对于教材中的文言文课程大多是简单带过，导致学生对文言
文的学习通常是一知半解的。

（三）学生学习兴趣欠缺
由于文言文是用文言书写的，不同于学生日常使用的白

话文，而且文言文中的书写习惯、表达方式等都与白话文章
存在着差异性。而小学生尚没有形成完善良好的学习习惯，
由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对文言文的阅读以及学习的兴趣不
高，学生兴趣的缺失影响了文言文教学活动的有效展开。

二、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策略
（一）明确目标，让学生乐学
小学三年级文言文教学是对小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对于

学生今后深入了解我国语文文化有铺垫作用。因此，在小学
三年级文言文教学中，教师需明确教学目标，让学生乐于参
与学习活动。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通过诵读优秀诗文，
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基于
这一目标，小学三年级文言文教学可制定如下教学目标，第
一，从文本的关键文字出发，初识文言文中常用的字词。学
生要抓住粗浅的、典型的、常用的古文字，炼字、炼词和炼
句。第二，明确字义，初步积累语感，掌握古汉语语法、诵
读方法。学生要抓住对文本表情达意有重要作用的字、词、
句，重点品评、挖掘、想象、拓展，促进语言文字的训练。
第三，了解一些古代文化常识。此外，要想让小学生对文言
文阅读保持热情，教师还要善于营造阅读氛围，从教师自身
做起，课堂上用扎实的古文功底，声情并茂地对文本进行讲
解，进而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二）发挥想象，让学生读懂
文言文以精练的语言深刻地反映生活，抒发情感。因此，

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又有丰富的想象余地。根据这一特点，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尽力做到让原文变长，让情节
变得具体、生动、形象。如在教学《守株待兔》时，笔者让
学生补白、思考“那个农夫是怎么等的？农夫的家人看到他

天天去树桩旁等撞死的兔子，会怎么劝他呢？结合课文内容
想象宋国人为什么嘲笑他？是怎么嘲笑他的？”等问题。

在学习文言文时，如果学生能大胆想象，将自己置身于
课文中，文言文则会变得更容易读。比如，在教学《滥竽充
数》时，笔者引导学生想象和交流如下问题“南郭先生是怎
样给齐宣王吹竽的？如果你穿越时空，在路上遇到了落荒而
逃的南郭先生，你会怎样劝他呢？请你对南郭先生说几句。”
在交流的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明白了文言文中深刻的寓意。

（三）指导朗读，让学生善读
文言文教学关乎着学生基本语言习惯的培养、语感的形

成、思想意识的引导、审美情趣的提高，所以，朗读环节是
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文言文的遣词造句非常凝练，比现代
文读起来更加富有节奏，更朗朗上口。因此，让学生走进文
言文的方法很简单，一是读，二是读，三还是读。

在学生最先接触文言文时，对于一篇新课文，教师先要
求学生粗读、初读，把遇到的不会读的字或读不准的字勾画
出来，并借助课本注释和工具书加以解决，然后指导学生朗
读。一般分这样几步进行，首先是范读。范读要读得慢，特
别要求学生用斜线标出语意停顿处，这一点很重要，教师要
帮助学生将陌生的文字排列变成有意义的句段，让学生感受
到文言文朗读的节奏。同时，教师应指导学生解决语音和句
读问题。其次是领读。教师要帮助每个学生将文章读顺，使
学生感受文言文的节奏和韵律，掌握语调的轻重缓急、抑扬
顿挫。由于文言文朗朗上口，学生很快就能熟读成诵。在诵
读的过程中，教师要对一些重点词句进行解释，以便学生正
确把握停顿，区分重音和轻读，保持合理的语速。最后是自
由练读。教师要求学生通读全文，读出情感、读出韵味，还
要朗读出声。在学生自由练读过程中，教师要组织学生分角
色朗读、背读，提高课堂效率，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
学生在朗读训练中获得文言文学习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三、总结
简而言之，小学语文文言文较少，难以教授，教师需要

找到可行的方法来实施教学。文言文教学有利于学生掌握基
本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也能锻炼学生的口语表
达能力。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
生的实际，严格遵循“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本，以培养
为导向”的原则，使学生能够学习，学会学习，为以后打下
坚实的基础，让学生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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