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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文言文是现行中学语文教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选篇目都是经典名著，文质兼

美、流传久远。而传统的文言文教学，教师一般采用“串讲法”。这套类似于鸟类育雏的施教

方法的结果是“学会”。但从素质教育的高度和学生未来的发展来审视，此举根本不能适应

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因此，必须改变传统教学那种少、慢、差、费的做法，变学生“学会”为

“会学、乐学”。笔者就教学中的点滴体会与同行们共同商榷。

揖Abstract铱Classical Chine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selected texts are all classics, the quality of the text is both beautiful, and has been

sprea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teachers generally use the

method of serial speaking. This set of teaching methods similar to bird brooding results in learning.

However, from the height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can not

adapt to theeraof the great explosion of knowledge at all. Therefore, peoplemust change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that is less, slow, poor and costly, and change students "learning" to "learning

and learning".The author discusses theexperience in teachingwithhis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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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言文是现行中学语文教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选篇

目都是经典名著，文质兼美、流传久远。但是，当前农村初中文

言文教学却不尽人意，学生对文言文缺乏兴趣，不愿意学。而传

统的文言文教学，教师一般采用“串讲法”，即教师逐字逐词细

细解释之后，再疏通句子，逐句意思弄懂之后，再概括段意[1]及

主题思想，最后讲解写作技巧。表面上看，学生像完全懂了，但

却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一种不动脑筋的获得，学生缺乏自主

性、能动性，更谈不上享受获取知识的乐趣。这套类似于鸟类

育雏的施教方法其结果是“学会”。但是，从素质教育的高度和

学生未来的发展来审视时，学生仅靠老师教会的知识如何适

应当今知识大爆炸、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呢？

因此，必须改变传统教学那种少、慢、差、费的做法，变学

生“学会”为“会学”。既然这样，怎么在文言文教学中让学生

“会学”“乐学”呢？近年来，笔者在教学中有点滴的收获，今在

此抛砖引玉，与同行们共同商榷。

2 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对所学的课程感兴趣了，

他们才会克服各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文言文是

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经典 [2]，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

但由于它拗口难懂，致使学生觉得索然无味。为此，笔者在教

学中采取了下列方法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2.1 形式多样的课堂导入

课前导入是课堂教学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也是一堂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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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起点和关键，犹如一场好戏要演好开头的序幕才能吸引

柦观众。例如，教《扁鹊见蔡 公》时，就可以在黑板上写出“病

入膏肓”“讳疾忌医”“防微杜渐”3 个成语，接着让学生查字

典，明含义，再组织讨论。谁病入膏肓？为什么？怎样防止？3个
成语串连了整篇课文的情节，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此外，教学实

践中还可利用典故、名言警句、历史故事来引入课文。如《出师

表》，有关三国的故事、人物是家喻户晓。导入新课时让学生讲

讲他们所知道的三国故事，谈谈对人物形象的看法，从而引出

诸葛亮的人物故事。这样能使学生保持最兴奋的状态，激发其

学习的动机和兴趣，愉悦地接收新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2.2 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在于“有声有色”，学生会更加感

兴趣，教学成效也能达到事半倍。例如，在学习《木兰诗》时，

播放电影《花木兰》片段，通过观看电影学生更能体会木兰从

军的艰辛和困难；同时可以用媒体展示中国邮政发行的木兰

诗纪念邮票，在欣赏邮票的过程中，学生们对课文的内容就已

经有了整体的感知。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的

刻板和沉闷的课堂气氛，让学生从视觉、听觉上享受审美的愉

悦[3]，从而更容易理解学习内容，加深记忆，提升认识。

2.3 表演能让文言文教学更加生动形象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文言文的历史背景

离现代学生的确非常久远。要拉近学生与文言文的距离，笔者

常用的办法是把课文编成课本剧让学生进行演绎。例如：在教

学《陈太丘与友期》时，就把课文改编成舞台剧让学生上台进

行表演。通过学生的演绎，塑造陈太丘、友人、元方 3个鲜明的

人物形象，哪个守信、哪个不守信让人一目了然。表演的方

式，不仅让学生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课文，真正领悟文章的精

髓，而且拉近了学生与文言文的距离，激发了学生学习文言文

的兴趣。

3 立足诵读，培养语感，发展思维

在文言文教学中，要让学生读懂课文，理解文意，必须让

学生反复诵读。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为此，每教一

篇文言文，笔者都采用教师范读（或听录音），学生仿读，背诵

竞赛等多种诵读方式结合起来，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还可

以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积累语言材料，从而扩大了知识面，

提高了阅读能力、说话能力，又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学生通过

反复阅读，不断揣摩着速度的快慢、语调的高低、感情的变化，

长期潜移默化，培养了较强的语感。

古人读书，强调“口诵心惟”。“诵”不仅仅是“口”的发音活

动，同时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活动和情感活动。如在教学《醉翁

亭记》时，通过指导学生朗读，让他们想象体会醉翁亭的美景

和作者山中设宴的快乐。再指导学生通过朗读，体会太守与民

同乐的心情，在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的场景中，让

学生体味作者快乐并从中受到感染，这就是认识的过程，也是

思维的过程。

4 延伸课外，增强实效

要切实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不能仅仅依靠教材中

的课文和课堂的 45分钟，还要重视课外对文言文的学习。因

此，教者要打通多种渠道，创设学习文言的言语环境，给学生

引荐一些浅显的且有注释的文言课外读物，增强文言文教学

实效。例如，可以让学生多读半文半白的古代小说、寓言故事、

神话传说，这样学生既不会感到厌倦，又能学到文言知识。

总之，初中文言文的教学策略还有很多，但关键在于激发学

生的未知欲和兴趣，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教者还要不断从教学

实践中进行自我反思与改进，才能得到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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