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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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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新界卜中心小学　江西　宜春　336400

摘　要：文言文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是学生语文知识、能力和素养获得提升的一种学习途径。在小学阶段，学生接触一

些比较简单容易理解的文言文，但是因为没有语言环境，在学习中还是会感到困难。本文就小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的问题，

提出了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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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白话文的使用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一套健全的白
话文德育体系，而文言文由于承载了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早
已经形成了一套逻辑自洽的文言文德育体系，不仅有生动有
趣的文言文小故事，还有微言大义的名言警句，所包含的内
容更是应有尽有。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一生当中思维最活
跃的阶段，同时也是塑造底层思维逻辑最重要的阶段，只有
接受最完善的德育，才可以为学生今后形成稳定、正确的价
值观念提供应有的保障。

一、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开展分层教学
从当前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大多数小学都开始对文言文

教学方式进行研究，但是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并没有获得
较好的成果。大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文言文教学时，都
只是将文言文的意思进行翻译，并讲解其中的重点词句，这
就导致小学生很难找到文言文学习的重点所在。教师在布置
课后作业时，所设置的问题难度不一，小学生自主解决的难
度比较大。部分小学语文教师甚至用初中、高中的文言文教
学方式来给小学生进行讲解，导致小学生所学的知识已经远
远超出小学生能够理解的范畴，很难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而教师却认为是因为教学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文言文知识比较
少所导致的，这严重阻碍了小学生文言文教学的顺利开展。
（二）教学的方式过于单一
因为在小学阶段开展文言文教学的时间比较少，大部分

小学语文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探究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对策，
只能使用单一的教学方式开展文言文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没有及时投入文言文教学之中，所创设的环境并不利于
文言文教学的顺利开展，导致所进行的文言文教学无法达成
预期目标。

二、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策略
（一）增强学生理解，提高学生积极性
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倘若连文章都读不懂，读不通，

就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么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会被打击，在课
堂的活跃度会降低。小学语文文言文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教
师要想提高课堂活跃度，可以在每篇文言文讲解前先讲述相
关小故事，帮助学生加强对于文章基础的把握，促进学生理
解文章大意。

例如，在《囊萤夜读》一课中，教师可以先用白话文讲
述这个故事，看是否有同学知道这个成语。之后教师先让学
生熟读文言文。小学生必须要具备独立的阅读能力，注重知
识的积累，从而形成良好的感知能力，确保每个字都能读出，
如“胤”“囊”这种在文章中不常见的词。对于文言文，只有
学生熟读，教师才能进行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基于文言文的
特殊性，趣味互动的氛围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
积极性，让学生对课堂内容的吸收率达到更高水平。教师可

以提出相关的问题“如果没有蜡烛或者萤火虫，那还能用什
么去照亮呢 ?”或“为什么古人要那么努力学习呢 ?”。学生
通过问题的回答去积极思考答案，给出自己的回答。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潜移默化地激发出来，进而促
进了文言文教学的进展。
（二）加强学生积累，提高课堂效率
在平时语文积累中，教师应该注意学生对于文言文知识

的积累。常言道，不积趾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只有量的积累才能产生质的变化。当学生具备一定的文
言文常识和素养时，学生的学习难度就会减少，他们的学习
能力才会不断提高，进而保证了文言文教学的目的实现。

例如，在讲解《学弈》一课时，单看题目学生根本不清
楚文章讲的是什么故事。但如果学生知道“弈”是指“下棋”
的意思，那么对于文章大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在“一
心以为有鸿鹊将至”这一句中，“鸿鹊”就成了学生的学习难
点，若学生平时积累足够多的话，很容易就知道“鸿鹊”指
的就是“天鹅”。学生可以进行联想积累，“鸿鹊之志”就是
指远大的理想抱负。日常积累能解决许多文言文学习的困惑，
帮助学生学习，使师生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最好每个学生
能够准备一个积累本，把日常学习积累内容汇总，每隔一段
时间进行翻看，加深积累记忆。
（三）学会提出质疑，能够学以致用
在学生理解文章的基础上，他们肯定会存在诸多疑惑，

让学生提出质疑，解决问题也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在讲
解文言文的过程中，教师也要及时向学生提问，让学生给予
反馈，了解学生的困惑所在，对症下药，方能治病，让学生
把文章学习透彻。

例如，在《两小儿辩日》教学中，教师及时向学生提问，
将重点问题放在那些他们理解起来较为困难的词句上，点拨
性的提问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在教学结束后，教师
可以向学生提问“这两个小孩哪个更有智慧呢 ?”在学生交
流后，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提出质疑。在课堂
结束后，教师可以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进行仿写。
学生可以模仿课本中文言文句式进行自我写作，进一步理解
文言文的主旨大意，提升写作能力，以学带用。

三、结语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告知了我们文言文的学习价值

和教学的重要性。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必须重视文言文教学，
不断反思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科
学合理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兴趣，提升他
们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从而提升他们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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