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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言文教学之我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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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初中语文的文言文教学大多采用传统的逐字逐句的串讲，让学生记笔记，背考点，这样往往让学生只是被
动地接受，因而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缺乏学习兴趣，如果改“串”为“导”，引导学生在经过精心设计的情境下进行探索研

究，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形成能力，那么初中的文言文教学效果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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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教师

是语文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语文教学应引导学生掌

握语文学习的方法。”由此可见，语文教师在语文学习中充

当导师的角色。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在《德国教师教育指

南》中说：“科学知识是不应当传授给学生的，而应当引导

学生去发现它们，独立的去掌握它们。”因此，作为一名语

文教师，尤其应在“导”字上下功夫。而现行初中语文的文

言文教学，大多采用传统的逐字逐句的串讲，让学生记笔

记，背考点，这样往往让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因而感到枯

燥乏味，缺乏学习兴趣，如果改“串”为“导”，引导学生在经

过精心设计的情境下进行探索研究，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方

法，形成能力，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应如何引导学生呢？结合

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我觉得应在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一　导语激趣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好的导入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

“第一源泉，第一颗火星”，教师上新课前，若能通过某种精

心设计，运用巧妙的导入手段，创设出与新课相适应的学

习情景与氛围，就能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学生高

涨的学习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并把学生的注意力很快

吸引到对新知的学习上来。我在教《桃花源记》时，我是这

样设计导语的：同学们，你们知道“世外桃源”这个成语的

意思吗？那么，为何称“世外”；桃源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

里的人们生活状况如何；有着怎样的风俗风情？同学们一

定很想知道这些答案吧，那么请随一代名家陶渊明的笔触

去探寻这些答案吧。同学们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探寻，立即

投入到学习该文的热情中去。

二　导读悟读

由于文言与现代语有较大的距离，学生学起来非常困

难。所以教师会把大量时间花在字、词、句的解释和翻译

上，留给学生自己阅读的时间就会很少，殊不知“书读百

遍，其义自见”，如果教师在诵读方面多做引导，加强字音、

节奏、轻重等方面的朗读指导，让学生在反复朗读中形成

良好的语感，一旦形成了良好的语感，就比死记解释、翻译

要轻松得多。

三　导学悟法

对文言文中的词、句字面的准确理解，是文言文教学

的重要目标。因此，在教学中，语文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

文言特有的语言现象。如：通假字；古今异义字；多义词；词

类活用；（古）单音字变（现）双音词及特殊句式（判断句、省

略句、倒装句、被动句），引导学生重视课下注释并结合上

下文语境去确定某个词的含义，并在理解词的基础上理解

每句话的意思，反复地这样去引导，渐渐地，学生就会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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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语言运用规律，掌握了学文言文的方法，阅读文言文

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

一篇课文学完后，教师应指导学生及时归纳，那么，从

哪些方面归纳呢？就是对上面提到的文言特有语言现象

进行梳理、归纳，一个单元学习完后再知道学生进行单元

小结。这样一来，理解、翻译文言文的能力自然会提升。

四　导问悟旨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初中生学习文言文的基本要

求是：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

容。其中“基本内容”既指疏通文意，又指主题思想，那么

如何把握主旨呢？我想最主要的是需要教师设计一系列

渐进性问题引导学生去探究。我在教《桃花源记》时，在学

生疏通文意后，我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来引导学生把握主

旨：（１）桃花源风景怎样？（２）这里的民风民俗怎样？（３）

桃源人为何来到这与世隔绝的地方？（４）作者所处的社会

环境怎样？他为何要写这样一个景美、人美、社会风尚也

美的地方？通过弄懂这些问题，学生恍然大悟文章主旨：

寄托作者的政治理想，表达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也反映

了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

五　导法悟背
初中文言文教材的课后练习大多布置了背诵课文的

作业，而学生觉得文言文不如现代文那样浅显易懂，故对

文言文背诵普遍有畏难情绪，鉴于此，教师应做他们难题

的疏导者。我觉得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求学生多

读，课堂上、早自习应多给学生读的时间；另一方面教给他

们背诵的巧方法，如理清思路法：《桃花源记》，理清渔人的

行踪；情景法：大多用于写景散文，如《三峡》、《与朱元思

书》等；而对于篇幅较长的散文，则运用化整为零法：如《出

师表》《岳阳楼记》，一段一段地背，而这三种方法中，理清

思路法则贯穿在每一种方法中。

总之，文言文教学中，只要我们老师在“导”字上下功

夫，引导得法，那文言文教学既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

可培养其阅读能力，还可使学生养成学文言的良好习惯，

真是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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