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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几个策略 ①

莫运平，陈婷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 佛山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文言文教学是整个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实现中学文
言文的教学目标，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基于课标，结合历史文化背景扩展学生视野；二是基于文本，采用多种教学

形式；三是基于学情，启发学生独特感受；四是独辟蹊径，让学生“我手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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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
把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等内容，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基础上

进行继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

的魅力和时代的风采。文言文毫无疑问是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应党中央对传统文化的高

度重视，２０１７年秋起全国中小学语文开始使用的
部编本新教材大幅度增加了文言文的比重。初中

三个年级的语文较之以前的人教版教材，古诗文

总篇数提升至 １２４篇，占到了全部课文的
５１７％。而最近的高中语文新课标，则明确规定
“课内阅读篇目中，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１／２”；
将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

荐篇目”，推荐篇目数量从 １４篇（首）增加到 ７２
篇（首）。文言文在教材中比重的明显提升，意味

着语文教与学的目标都要有相应的变化。那么，

文言文的教学应如何实现语文课标规定的让学生

“阅读浅易古文，养成初步的文言语感。能借助

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

解并梳理常见的古文实词、古文虚词、古文句式的

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诵读

古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１］的教学目标呢？

笔者以为下述四个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１　基于课标，结合历史文化背景扩展学生
视野

正如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程红兵所说，教学就

是文化的传承，课程改革就是要更好地实现文化

的传承。真正意义上的课堂教学实际上就是一个

文化浸润的过程［２］。学习文言文，不能仅停留在

文字理解的层面，最终的落点是文化的传承与反

思。不过，由于中学生所处的学段尚低，加之阅读

的书籍普遍不够广博，故对文言文中所记载的典

章制度、天文地理、民俗风情等文化内容还不能深

入理解。因此，在教学上，教师既要教授必要的古

汉语语言文化知识，也要重视挖掘文本的文学价

值和文化意蕴，真正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

一［３］。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告诉学生该篇

文章的历史文化背景，让学生在学习文章之前就

对文章能够有大致的了解，能够清晰文章背后的

人物发展情况和历史故事，让学生在充满中国历

史文化的氛围下学习该文章的思想主题和人物情

感，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自身的文化素养。如学

习《醉翁亭记》，它的难点不仅是要掌握文章的主

题以及艺术手法，更是要体会篇目中诗人所蕴含

的复杂的情感。在讲解这篇文言文的时候，就不

仅仅只是讲授他贬谪滁州的经历，同时还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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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整个人生经历，以及他和晏殊、范仲淹、

梅尧臣、苏轼等人物的关系，还原出一个北宋文坛

领袖的真实面貌。再如学习韩愈的《师说》一文

的时候，不妨引入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

以了解韩愈在当时是如何与陋风恶习抗衡的；学

习屈原的《离骚》时，可以向学生介绍屈原的生平

事迹，尤其是他被污蔑被流放的事迹，这些历史文

化背景能够很快让学生明白屈原的政治理想和爱

国情操，对学生学习《离骚》是非常有益处的。这

种结合人物的历史背景事件来讲，引导学生把眼

界放开去，思维扩展开来，既保证了学生学习文言

文的衔接性和连贯性，也让学生更加全方位地认

识和体会文言文的情感思想。

对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文言文篇目，则更加

需要教师不局限于文本，而是要跳出文本，拓展学

生的文化视野。在教学《东阳马生序》时，要涉及

部分古代服饰文化知识；教授《曹刿论战》时，可

在讲解部分古代军事文化知识中，让学生具体地

熟悉古代战争情况，粗略地还原战争场景。而当

我们在教授《劝学》一文的时候，则需要跟学生讲

解这篇文言文中的“学”指的是“人生道理”的意

思，而并非是我们现在学习书本知识的意思；《师

说》文中所说的“学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学”，不是纯粹的学问之学。如此，文言

文的学习就不是纯粹的应付考试的学习，而是在

一定程度上变为对古代文化的探讨。

２　基于文本，采用多种教学形式
任何语言的学习首先是要获得语感，文言文

具有很强的韵律和节奏感，语感的获取对学习文

言文尤为重要。但是，文言文毕竟不是我们的日

常语言，不像现代文那样易懂，学生学起文言文来

会相对困难，难以入手。因此，教师的教学首要考

虑的是借助多种灵活的教学形式让文言文能活化

起来，培养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能够在学习文言文

当中获得语感。

一是通过朗读、吟诵、角色演读等多种灵活

“读”的形式，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与古人沟通和

交流，从而产生出思想碰撞的火花。俗语有云：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文言文更是如此。已有

老师提出高中文言文应该“少教多学”，学生的学

习可以以“读”促悟。教师可以通过“读”导学来

培养学生自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４］。对于一些

叙事性强的作品如《烛之武退秦师》《廉颇蔺相如

列传》《鸿门宴》等，教师则可以让学生进行改写

演读或角色扮演，如此，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把

自己代入到剧情当中，切身体会文本人物的心理

活动和思想感情，达到如临其境的效果。

二是运用比较阅读的方法。比较阅读，可以

比较文本内容，亦可以比较字词。如联系旧课文

出现的某些形同而义不同的词进行对比解释。如

《捕蛇者说》中“谨食之，时而献焉”一句，指出了

“食”（读 “ｓｉ”），是 “喂”的意思。这个字的读音
和意义，不同于《曹刿论战》中 “衣食所安”中的

“食”。如在学习《师说》时，可以联系学生学过的

《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等文章，分析

归纳出它们的共性，学生自然就会得出“说”是古

代一种以议论为主的文体的结论。又如在引导学

生学习《记承天寺夜游》这篇文言文的时候，可以

引入《方山子传》这篇文言文进行比较阅读。苏

轼和方山子二人都是被贬之人，我们可以设置类

似这样的对比阅读的问题———“苏轼和方山子的

人生际遇有何不同，他们自我排遣的方式分别是

什么”，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明白同样的境遇，

不同的看问题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学会多角

度看待问题，进而就会明白到苏轼的豁达乐观与

坚强。

三是教师可以灵活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多

媒体教学具有形象、直观、信息量大、传递途径多

等特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极大的辅助作用。同

时，信息化时代的学生对这种现代学习工具也兴

趣浓厚。有学者就指出，未来文言文阅读能力的

培养，应将诵读、涵泳等传统学习方法与现代学习

方法更好结合［５］。因此，教师不妨在课堂上引进

现今较受欢迎的诗词文化节目如《百家讲坛》《中

国诗词大会》等一些视频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或者推荐有关文言文学习的软件和具有学术水平

的微信公众号，达到文言教学在课内外的有机

整合。

３　基于学情，启发学生独特感受
文言文的教学需要落实新课标提出的“积极

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教学目标，

就应该像王荣生教授所说的：“文言文要‘因学定

教’，这个‘学’是学生。学情不同、学生不同，文言

文的教学内容就不同。”［６］如何调动学生合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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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知识探索、情感体

验和思维逻辑能力的培养，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老师

不断思考的。传统式“满堂灌”一讲到底，学生课

上拼命记翻译，课后背笔记，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接

受地位，学习效果明显是要差些的。主动学习的效

果永远是要胜于被动学习的。正如《礼记·学记》

所言：“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

学，不知其善也。”新课标当中也强调了要重视学生

独特的情感体验的要求“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

体验和理解”［７］。即便是同一篇文言文，不同的学

生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体会。例如《陈太丘与友

期行》一文，有些学生会在“日中不至，则是无信；

对子骂父，则是无礼”中读到陈元方维护父亲尊严

的责任感，有的学生则会在“非人哉”体会出友人

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而其他学生则可能从“尊君

在不”看出友人的礼貌。

如何让学生获得“独特的感受”，让课堂“活”

起来？其实，方法并不复杂。在课前导入的时候

可以“活”，例如学习《逍遥游》一文时，可用李白

的《上李邕》中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

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进行

激趣导入；学习《赤壁赋》可用“乌台诗案”这一背

景故事或者品读其赤壁三咏之一的《念奴娇·赤

壁怀古》进行导入。这样既能让学生了解了文学

常识，又能引发其阅读的欲望。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也要“活”，教师留出一些“空白”，放手让学生

通过自己的朗读、理解、探究、讨论、思考去读懂文

本，学生必然更感兴趣，印象深刻。尤其像一些仍

然活跃在现代汉语中的文言现象，稍做点拨学生

即可明白。复习巩固要“活”，可以采用“成语联

想法”“习题巩固法”等方法，也可以让学生以制

作手抄报或者与同学分享心得的方式来巩固。例

如在学生学习完诸葛亮的《出师表》后，教师的课

后作业，可以让学生找出与“表”相关的诗句誊抄

在作业本上，也可以让学生收集有关诸葛亮的其

他故事，然后进行小组汇报，还可以让学生结合杜

甫在《蜀相》诗中“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

满襟”一句写一篇体会，等等。只要方式恰当，又

能帮助学生学习文言古文，便可以把“活”运用到

教学的每个环节中。

中学教材所选的文言文难度适中，学生能够

通过相关工具进行自学。因此，教师可以尝试把

课堂交给学生，适当组织学生自学、自讲。譬如可

以让学生模仿《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这些

节目进行文言文知识的分享和古文知识的考核，

亦可开展课外名篇研读讨论会，古文朗诵比赛等

活动。教师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创造条件，

让学生唱主角。活动完成后，教师再适时做出评

价，重视学生的独特体验，及时地对于他们不同的

观点态度给予表扬与引导。这样，学生就能在文

言文阅读、鉴赏、语言表达等多个方面得到直接的

提升，不仅体验了文言文知识的趣味，也提高了自

身的文言文素养。

４　独辟蹊径，让学生“我手写我心”
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文言写作是学生提高文言文语感及阅读能

力的有效途径。不断地让学生尝试进行文言文写

作是文言文教学“新”的发力点。正如有中学语

文名师所说：“这样看似加大了教学的难度，实则

加大了教学的力度，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也许会

事半功倍，更上一层楼。”［８］在历年的高考作文中

经常会出现满分的文言文作文，这也表明部分学

生对文言文写作的掌握已经到了娴熟的地步。

学生的文言文写作不可能一蹴而就，教师的

教学就要一步步来，循序渐进。如可以选择学生

熟悉而且有感触的事物入手，从训练对子、对联写

作，再到训练诗歌写作，再到文言文篇章的创作。

在此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尝试让学生将现代文翻

译成古文，这种逆向教学方式对教师和学生来说

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但也能较大地激发学生的兴

趣。例如在学习《爱莲说》《前赤壁赋》《游褒禅山

记》《屈原列传》《滕王阁序》等文章时，老师可以

先将现代文的意思告诉学生，让学生根据现代文

倒推古文。学生把现代文翻译成古文的过程中，

既是对旧知识的回顾，也是对新知识的探索。当

学生已经学会运用文言虚词、实词或句式时，自然

就扫除了文言文阅读的障碍，在不知不觉中积累

了文言字词［９］。如“我是来自北京的张三”这样

的现代文，学生可以根据学习到的判断句式来写

成文言文，转化成“吾，张三，北京人也”。这样相

较于直接通过考试来检测学生的掌握程度来说，

是更加有意思的。另外，在学习完文言文字词句

等基本知识后，教师也要适当地引导学生学习文

章的艺术手法和思想情感等。我们要清楚文言文

写了什么，更要知道这篇文言文是怎么写出来成

为千古名篇的，找到其存在的价值。授课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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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领悟课文主旨或掌握课文素材的基础

上，及时布置学生以文言文写作的方式，对已学文

言文进行续写、改写或是仿写，以一种新的方式来

诠释所学篇目。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快速和深入地

理解文本，也可以提高学生掌握和运用文言字词

句的能力，一举两得。在文言文写作之前，学生需

要再次回忆或者重新翻看文章，再次理解课文内

容；写完之后，学生再进行总结分析归纳，不仅再

次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也巩固了知识的积累运

用。如在教学《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时，老师可

以让学生尝试用文言文写作的方式来改写文章。

通过文言文改写的方式，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诠释

《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许学生会产生出新的想

法，对廉颇和蔺相如的情感再增一个波折或是改

写廉颇“负荆请罪”的道歉方式，这些都是文言文

写作当中的新的尝试；除了改写之外，还可以进行

仿写或者续写。在《谏太宗十思疏》的教学过程

中，老师可以把文章的主旨和艺术手法稍微讲授

给学生，让学生能够站在魏征的角度，基于“劝谏

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的初衷下进

行续写；也有些学生会依据《出师表》，仿写出对

教师的感恩信、对同学帮助的感谢等文章，对于学

生尝试文言文写作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个教学的

好方法。由此可见，学生在各种适当的教学方式

下，不仅可以更容易地接受和掌握文言文的知识，

甚至可以把文言文中所蕴含的精华化为自身

所用。

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说过，一个汉字就是汉

民族文化的“全息码”。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解

读出一部文化史［１０］。由这个高度来看文言文的

教学，上述所谈的几个策略还远远不够。文言文

应该“教什么”和“如何教”，始终需要教学研究者

不断地归纳总结和探索，这样文言文教学才能焕

发新的活力，学生才能够真正在学习文言文当中

受益，领略文言文之美，提高文化素养，最终实现

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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