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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教材与长春版教材初中文言文注释的研究
王　羊

德惠市米沙子镇晨光中学　吉林　长春　130304

摘　要：作为我国文化的载体，书面文字具有传承文明的作用。在中学教育中，文言文教学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新课程的

发展，对文言文的要求越来越大，以便进一步发展。教师应采取灵活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摆脱学习文言文的无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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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目前，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语言教学材料的改

革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争议不同版本的教学材料具有不

同的教学特征，为教学大纲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

部编教材、长春小学语言教学材料与多方法特征。

一、长春版初中语文教材特点

长春版初中语文教材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注意对传统文化的弘扬。首先，通过屈原的

《国殇》、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余光

中的《乡愁》等，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其次，教材增加了很

多提高中学生道德素质的内容，如：《论语八则》等。以人为

本的教材选择了符合学生实际需要并对中学生具有普遍意义的

内容，强调了时代和选择科学的精神，丰富了教学内容，并从

根本上改进了教学大纲，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和主动性。

二、部编教材初中语文教材特点

教育部编写教材时使用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变化。课外阅

读的减少和课外阅读的增加，使单元更有活力，更丰富，质

量更高。从前教育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国家，传统文化也

应该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据突出地位。教育传播传统文化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民族信心和自豪感，同时提高他们的民族认同

感。在过去，诗歌和文学在教材中的代表性不足，而教育部

制作的教材大大增加了我们传统文化内容的份额。传统与现

代互相矛盾融合，从而改善了语言教学。

三、初中语文课堂运用探究性教学的方法

（一）精心设计课堂问题，拓展学生探究空间

探究性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探究

过程中，而课堂提问是引领学生主动探究的有效方式之一。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精心设计问题，保证问

题具有一定深度，能够引发学生深思。如在教学长春版初中

语文《陋室铭》一课时，如若直接问学生这篇文章表达了作

者怎样的思想，那么大部分学生会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的语句中总结出作者的思想，这种生硬、直接的

问题难以调动起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性。所以，教师可提出

这样带有争议性的问题：“一些现代评论家认为古代有学问的

人隐居山林是为了博得天下赞誉，大家认为本文作者是怎样

想的呢 ?”这一问题可产生不同的答案，能够活跃学生的思

维，之后教师再进行总结，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有些同学以为我们当下所学的“之乎者也”这类表达在

实际生活中缺乏实用性，觉得没有学习的必要性，从而导致

对文言文的学习兴趣不算太浓厚，此种想法以及态度是极不

正确的，文言文是一个具有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蕴藏有古

人智慧的农学、医学、哲学等都靠文言文记载而为人们熟知。

要想带领学生们学好文言文，得先让学生们意识到学习文言

文的重要性，让学生们喜欢上它，对于促进学习才有很大的

积极作用。

（三）开展小组合作探究，激发学生探究热情

在探究性教学中，小组合作是最为常用的教学方式之一，

有助于引导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共同成长，提高语文素养。教

师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

个小组保持 5-6 个学生，通过分工、合作、交流、评价、总
结等环节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学

生既要独立思考，又要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有助于激发学

生的探究热情。如在教学长春版初中语文《晏子使楚》一课

时，由于学生对这篇文言文理解起来有难度，所以教师可通

过角色表演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让小组学生合理分工，

分别扮演楚王、晏子、官吏等角色，这样一来可唤起学生的

探究兴趣，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

（四）发挥教研活动的力量

对于文言文新题型的出现，相信不同的教师会有不同的

应对方法，一个教师的探索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教师只局限

于一个人的探索，不注重合作，必定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因此，教师与教师之间要定期组织教研活动，互相交流文言

文课内外对比阅读的教学心得，互相学习他人有效的教学方

法，达到共同提高，有效提升自身的教学效率。具体而言，

教师可以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相关教学探讨，以及优秀教师

的观摩课、公开课，学习有效的教学方法，再结合自身的教

学特点和班级学生的文言文学习特点，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

适宜的教学模式。

四、结论

总之，在组织文言文教学之前，教师要细致地分析部编

版中的文言文选材特点，以此为切入点，讲经典、赏风格、

体验生活，从而使学生在多样的活动参与中，既能加深对文

本内容的理解，又能获得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提升，提高文言

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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