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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文言文教学激趣方法探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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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言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语文教学的成败。但在实际教学中文言文教学处
境艰难，其根本原因是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足。作为语文教育者应该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采取提高认识、激

趣导入、角色扮演、激情辩论、与现实生活建立联系等行之有效的激趣方法。

关键词：中学；文言文教学；激趣方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３．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０－００４０－０３

顾名思义，激趣是激发兴趣。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一定的教学策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文言文激趣即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运用激趣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文言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教学中出现了课堂死气沉沉、学生厌学、师生普

遍对文言文的认可度不高等问题，原因在于师生对文言文的价值认识不足，且教学方法老套。整个语文

教育界普遍认为文言文教学具有难度，老师们也大多不愿去啃这一块硬骨头，所以在文言文教学研究及

教学方法革新研究这一块做得不好，正如钱梦龙所说：“对文言文的教学属于语文教改的一个难点，即

便在对语文教学改革非常热烈的时期，在文言文的教学方面也仍是一派荒凉之景。”［１］新课程理念倡导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虽然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只有学生愿意去学了，才有可能达到文

言文教学目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只有发自内心想去做某件事了，才可能全身心投入进去。

由于文言文是使用古代汉语写成的，与现代汉语无论是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语法结构方面都有很大差

异，学生理解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很难真正走进作者的世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学起来不免会

感到枯燥乏味，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厌学情绪。所以，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就是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学习

文言文的兴趣。教学方法要有新的组合、新的引进、新的创造［２］。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发现学

生的兴趣点，然后以“乐学”为前提进行教学活动，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１　提高认识法
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一切以利益为中心。只有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人们才可能

花时间与精力去接触或学习它。学生学习也是这样，只有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他们才会愿意去学。新

课程标准规定学生要通过语文学习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文化的智慧与营养［３］。老师

一定要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前，引导学生进行文言文价值的再认识，让他们知道学习文言文对他们

的实际学习与生活有很大的价值，有许多可以使他们受益的功能，例如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滋养

现代汉语的功能、提高作文水平的功能等。老师可在教学中时不时地给学生介绍文言文的这些重要功

能，使之深入学生内心，以帮助学生产生主动学习文言文的动机，有了学习动机再谈学习策略及方法才

不是建造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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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激趣导入法
中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时期，好奇心强，爱幻想，几乎没有人不喜欢听故事，老师应该抓住这些特性引

导学生进入文言文学习。几乎每篇文言文后面都有与之相关的故事，但老师不能一味地为讲故事而讲

故事，要把故事不仅讲得有趣，还要紧扣课文内容［４］。比如，学习大文学家韩愈的《马说》，可以讲述“伯

乐相马”的故事；学习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可以讲一些诸如“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

雪”等故事。这些故事与所学课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克服一切不利于学习的条件，发奋图强。

有的文言文本身记述的就是历史史实，如《隆中对》详细记叙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之战》则从蹇叔

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文嬴请三帅和穆公哭郊这些相对完整的片段入手，分别叙述，层次清楚，引

人入胜。除了讲故事外，老师还可用其他方法激趣导入新课。如苏轼的词《水调歌头》，就可通过欣赏

邓丽君或王菲的歌曲《但愿人长久》导入，这样不仅一下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而且可以使他们心情愉

快，达到激发学习兴趣的目的。

３　角色扮演法
很多时候，学生作为一个旁观者是很难理解文章的内容与人物形象的，这就需要老师指导他们进行

角色扮演，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有利于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提升。如《曹刿论战》记述的是一次

战斗，战斗的核心人物叫曹刿，主要内容是“论战”，文眼是“远谋”，它是从反面引出的，那么学生理解起

来就会有困难，正如林云铭在《古文析义》卷一中说：“以‘远谋’二字作眼，总是一团慎战之意。惟知慎

战，故于未战之先，必考君德；方站之时，必养士气；既胜之后，必查敌情。步步详审持重处，皆成兵机妙

用。所谓远谋者，此也。肉食辈能无汗浃！”［５］不妨让学生当将军，老师作引导，设计恰当的问题让学生

最后得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结论。这也可以说让学生进行了一次精神之旅，学生是游客，老师是

导游。当他们把自己当成曹刿的时候，就会真正体会到曹刿的感情。所有行为与动作都是以曹刿的身

份发出的，这就是阅读教学中的精神旅游。这种心、脑、眼相统一的精神旅游肯定不同于表面的学习，它

会化作营养渗进学生的内心，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使之成为一个文化人。

《齐人有一妻一妾》这篇课文是古代叙事短文的精品，不但故事性强，而且发人深思。学习这篇课

文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让学生体会良人、妻、妾的神情和心理各是什么样的，进而体会文章的讽刺意味。

完成这个问题如果单从文章本身分析会存在很大难度，但如果让学生把文章内容改写成课本剧，然后进

行分角色扮演，结果就不同了。要想完整地演好一部剧，不仅需要揣摩各个人物的心理，还需演员之间

的互相配合。这样就可以使学生不知不觉间把需要掌握的内容学会了，而且整个语文课堂是充满欢乐

的，学生也会愿意参与进去，真正成为了文言文学习的主人。

４　激情辩论法
辩论活动对辩论者的要求极高，它不仅需要强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辩论者思维敏捷，所以说如果没

有对文章内容炉火纯青的掌握，是不可能进行成功辩论的。但老师还需要注意，在开展辩论赛时一定要

选取有利于文章内容理解的角度，并要切实朝着文章所要达到的教育意义去。如《愚公移山》这篇课

文，如果老师让学生围绕“愚公的做法可取不可取”进行辩论，一方认为可取，理由是愚公的精神可嘉，

为了给子孙后代造福不惜奉献自己的一生；另一方认为不可取，理由是愚公真的太傻了，他完全没有必

要去移山，选择搬家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而且省时又省力。这样辩论下去很明显偏离了文

章主题，所以整个辩论也就失去了意义。老师应该让学生一方站在愚公的立场上，另一方站在智叟的立

场上进行辩论。让他们在辩论中感受到愚公的伟大，体会“有志者，事竟成”的真理。再如《伤仲永》这

篇课文，它主要揭示后天教育对人的成才很重要，即使生来才华横溢，如果没有后天的教育与自身的努

力，也会变得跟平常人一样。老师可组织学生以“先天条件与后天努力及教育哪个更重要”开展一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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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仅避免了死板的文言文填鸭式的教学，而且扩散了学生的思维，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更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５　联系生活法
文言文大多与现代社会相隔甚远，但其中有很多元素都可与现实生活建立起密切联系。老师需要

找到文言文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点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及乐趣。如在讲《买椟还珠》时，就可以让其内

容与现实生活建立联系，让学生们参与到卖珠的活动中，以此为教学的突破口进行内容的学习。可让学

生替楚人为珠作广告，学生通过思考会吸取楚人的教训，为了避免过度包装，会选择写广告词的方式，如

“拥有夜明珠，全家都幸福”“明珠相伴，驱散黑暗”“夜明珠，黑暗中的美”［５］。这样就使教学内容与日

常生活结合起来了。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语言，虽然学生在课堂上写的广告词不一定符合

要求，但毕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用语言表现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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