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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学好
文言文就等于掌握了一把打开中国传统
文化宝库的钥匙，就能发掘其中的宝藏，就
能充分地学习古人的智慧。 语文教师要认
真思考，讲究方法，教好文言文。

一、激发学生的兴趣
激发兴趣的意义，在于激发出学生自

愿学习的积极性。 激发兴趣应根据课文的
具体内容选择合适的时机，或在课初或在
课末或在课中。 同时，要采取灵活多变的
方式。 如教《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
山神庙》、《失街亭》这几篇课文时，可以
播放电视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
演义》，提高他们的兴趣。《勾践灭吴》可
以适当介绍勾践灭吴的历史事实， 以及
范蠡与西施泛舟太湖的美妙传说， 引发
学生思古的情怀，既丰富了课文内容，又
活跃了课堂气氛。

二、介绍相关背景
教师在讲解文言文时，需要介绍必

要的作者和写作背景资料。 从古人的立
场解读文本， 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待
古人，让学生回归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了
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或作品产生的深层原
因，激发学生的兴趣。如果学生不清楚归
有光的遭遇，就不会明白《项脊轩志》中
蕴涵在家庭琐事中那份含蓄的情感。 学
生了解了《鸿门宴》一文的楚汉相争的历
史背景及刘、 项之间的矛盾就会很容易
体会那场宴会不是一场简单的宴会，而
是一场杀机四伏的政治斗争。

三、指导学生诵读

我们谈学习文言文就该学习古人成
功的做法。诵读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几
千年语文教育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方法。
现代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往往忽略这
个方法。诵读可以增加记忆力，提高自学
能力， 增强思考能力， 培养文学鉴赏能
力。 朱熹说过，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
响亮，不可误读一字，不可少读一字。
不可多读一字，不可倒读一字。 不可牵
强暗记， 只要多读数遍， 自然久远不
忘。 这不仅强调诵读的重要性，且提出
了严格的要求。 教师一定要按照学生
的认知规律指导诵读让学生体验诵读
的乐趣。

诵读尽量要出声， 通过声音增强
记忆。 语音不一定要十分准确，但要读
得抑扬顿挫，读出文章的内在节奏，读
出隽永的韵味。 学生在诵读过程中，仿
佛穿越时空，置身古代亲临现场，面见
古人与古代圣贤对话，交流思想情感。

四、弘扬传统文化
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除了讲解

字、词、句的含义，指导学生理解文章
思想内容外， 还要注意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 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与氛
围中学习， 才能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
内涵， 吸取养分， 达到古为今用的目
的。

从文学艺术上弘扬中国传统优秀
文学艺术。优秀文言文语言优美、辞藻华
丽。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讲解它的
艺术特点，鼓励学生从文章结构、语言修

辞、风格等方面学习古人，运用到写作实
践中提高写作水平。在思想文化方面教
育学生学习古人的优秀品质和高尚人
格，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 如学《论语》可感受至圣先
贤的典范；读《逍遥游》，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学习庄子不
为物累， 超越尘世的逍遥； 读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从富贵非吾愿，帝乡不
可期中感受他不贪富贵，崇尚自然，安
贫乐道的崇高品质；品《赤壁赋》，感悟
苏轼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也的乐观旷达。

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 还要讲解中
国传统文化知识，比如古代政治制度、古
代礼仪、地理环境、风俗习惯、饮食服饰等
等，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

五、加强课外阅读
只读教材是远远不够的， 教师

应多鼓励学生大量阅读课外文言作
品，不求他们能读懂多少，而是要求
广泛阅读， 在大量阅读中潜移默化
地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指
导学生阅读一些简单的文言文，如
古代蒙学著作《三字经》、《千字文》、
《幼学琼林》， 或者故事性很强的古
代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
《西游记》。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
由选择，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尊
重学生的选择，不做强制要求。 学生
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不理解的词句，
教师要给予解答。

高中文言文教学探微

自学能力是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
上运用正确的学习方法，独立进行学习
的一种能力。为了开发学生的智力，充分
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其在学习中
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我们
必须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重视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

一、激发学生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推动学生

去寻求知识，开阔眼界，激励学生用心
去钻研、学习，提高学习质量。为此，在
教学过程中， 采用下列办法来激发学
生自学的兴趣。

以疑激趣：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
到疑问时，教师因势利导，激起他们自
学的欲望和兴趣， 所以在指导学生自
学课文时， 我强调学生要一边读一边
想，尤其在“想”字上下工夫，学会设疑
释疑。

以境引趣：教师带领学生进入课文
所讲的境界中， 引起他们自学的兴趣。
对《梅雨潭》、《桂林山水》、《可爱的草
塘》等文章，在教学时充分利用挂图、幻
灯片再现书中所写的情境，播放配乐课
文录音视听结合。 让学生从具体、鲜明
的画面和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中产生
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感觉，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以读生趣：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以
读激情，使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去自学
课文。 如教《再见了，亲人》一文，我采用
了“以读激情，语音传情，以情悟文”的

“知情合一”的教学方法，并配合采用“导
语拨动情思”、“范读诱发情思”、“多读激
发情思”等方法，激发学生强烈的阅读兴
趣和情感，使他们带着最佳的自学心境

去品词品句，理解课文内容，收到了良好
的学习效果。

二、树立自学的信心
要真正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就

必须想方设法让学生摆脱“你讲我听”的
思想束缚， 并在课堂上安排充足的时间
让学生自学。 我要求学生查字典， 解决
字、词、句、篇的一些错误问题，阅读相
关的课外书，补充一些必要的知识。 还
让他们自己去分析，理解课文，提出问
题。 再从反复的读书中回答自己提出
的问题。 让学生主动地、自觉地看书，
积极动脑思考。 在课堂上，对可讲可不
讲而学生通过自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教师要适当加以引导，扶一扶，让其通
过自学解决。 要让每个学生都有均等
的学习机会，人人动手、动口、动目、动
脑。 要创造条件，让不同程度学生均有
成功的可能。 对在学习上取得成功的
学生，及时加以肯定、表扬，让他们把
成功的喜悦变成自学的动力， 树立起
自学的信心。

三、教给自学的方法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教

师必须在阅读教学中适时地交给学
生“钥匙”———自学的方法，让学生
自己手执钥匙， 去打开语文的知识
大门，读懂各类文章。

如《少年闰土》一文的教学，我设
计了多种练习， 让学生边读边想边做
练习，通过外貌看特点，理解语言知特
点， 分析动作抓特点， 体会心理明特
点，对比之中想特点，最后归纳出：闰
土是个知识丰富、聪明能干、勇敢机智
的农村少年。 在此基础上及时引导学
生归纳读写人文章时， 抓住人物特点

的方法，通过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
来抓住人物的特点。

有的课文各段内容的写作方法相
似，就精讲一段，启发学生用学到的方
法去自学其它各段， 这样做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如对《蛇与庄稼》
一文的教学，先精讲第一段，让学生了
解蛇与庄稼的关系， 接着让学生运用
分析“蛇与庄稼”的关系的方法自学第
二段。 老师适当加以点拨，让学生弄清
楚猫与苜蓿之间的复杂关系， 最后放
手让学生用同样的方法， 独立自学第
三段， 弄明白随地吐痰与人生病的复
杂关系。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结合课
外阅读得到的知识，举了不少例子。 可
见， 学生对某些事物相互联系的规律
已初步掌握，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
指导学生读书， 他们的自学能力得到
了提高。

四、培养自学的习惯
为了培养学生认真读书， 认真思

考的习惯，我要求学生读书时做到：眼
到、手到、口到、心到。 其中，“心到”是
指集中注意力，边读边想。“手到”则要
求学生勤查工具书， 边读书边圈圈点
点、写写划划，作摘抄或做笔记等。 在
教学过程中， 我着力指导学生去认真
读书，边读边想。

任何习惯的形成，都必须经过持
久的强化训练。 所以我坚持引导学
生在语文园地里反复实践， 使学生
逐步做到习惯成自然。 此外，还经常
表扬有良好自学习惯的同学， 让他
们介绍自己的做法， 使学生学有榜
样，赶有对象，从而促进学生良好自
学习惯的形成。

阅读教学中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如何上好语文活动课， 是每一位语文教育工
作者深层次探究的问题之一。 为了使新入初中的
孩子对语文学习有兴趣， 我们推举陈君老师在校
课改实验班执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第十
段，尝试着对课文中该选段开展“120个字的快乐
学习”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附：[课文选段]：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
我送进书塾里去了， 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
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
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 也许是因为
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
之： 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 Ade， 我的蟋蟀们！
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摘自《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第十段）

一、课文赏析（有删削）
师：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第十段是前

后文的桥，它前接着快乐的百草园的描绘，后连着
枯燥的三味书屋的述说。这座桥上，承载着主人公
对百草园快乐时光无限的依恋和被迫走入三味书
屋难解的愠怒。 大家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互相
讨论这段文章心理描写、 神态描写和语言描写的
特点，并从“不知道”、“也许是”、“总而言之”等词
句中去探求文章的高妙之处， 之后再谈谈自己的
体会吧。

阅读、讨论。 有同学发言了（摘录）。
生 A：我认为那一个“不知道”、三个“也许

是”、一个“总而言之”的内容刻画了小主人公茫然
苦闷、百思不得其解的童年心理特征。同时从这些
句子里， 我们仿佛还能想像出小主人公发愣之后
冥思苦想，之后又垂头丧气的样子。

生 B：我们认为“不知道”的“不”和两个“Ade”
用得很传神， 它完全是揣摸着少年儿童的心理特
征和语言特征来写， 表现了小主人公对百草园生
活的依依不舍。

生C：我们还认为“而且”和“最”用得好，它表
现了当时情况下小主人公怒气冲冲、怨恨深深、咬
牙切齿的个性心理特征。
最后师说：文贵在曲。 本段总共才 120个字，表面
上看，字字句句在说小主人公的怨，但透过字里行
间， 我们还是能从这点点滴滴中发现作品所蕴含
的留恋之情。

下面的时间，我安排了一项活动。同学们可以
自愿组合，分成若干小组，老师把该段文字改编成的一个课本剧，
然后交给你们，你们反复推敲后推选代表表演。

二、双簧表演
附：课本剧（有改动） 地点：学校田径场
远处传来老师“上课了”的声音

（主角：背着一个沉甸甸的书包垂头丧气、慢慢地从围墙角边走了
过来，叹着气。 ）
配角（同桌白）：唉，唉……我真不明白，真不明白呀。
（主角：作无可奈何抓头猜测状，走走停停。 ）
配角（白）：家里的人为什么要将我送到私塾里去，而且还是全城中
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呢？
（主角：忽然站住，若有所悟，仰头挠腮。 ）
配角：是不是我经常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呢？
（主角：思考一阵，摇头，作自言自语状。 ）
配角：不可能。
（主角：低着头，摸着头。 ）
配角： 那是不是因为我常常爱将砖头抛到隔壁的梁家去惹了不少
的祸而惩罚我呢？
（主角：又想了一会儿，仍摇头，作自言自语状。 ）
配角：不一定。
（主角：又低头作深思状。 一会儿，作自言自语状。 ）
配角：那是不是我经常喜欢从石井栏上跳下，摔伤过几次脚让他们
烦心呢？
（主角：很疑惑状。 ）
配角：或者还是……
（主角：皱着眉头深思，想不起来。 叹气，作无奈状，又慢慢前移，甩
手顿足，将走过田径场。 ）
配角：唉……我不能常到百草园去了……
（主角：忽然，回过头去，面对走过来的路，恋恋不舍地。 ）
配角：Ade！我亲爱的蟋蟀们！ Ade！我亲爱的覆盆子、木莲们！（主角：
作自言自语和招手状，一步三回头慢慢离场而去。 ）
虽然只有几分钟的表演，但二人演得惟妙惟肖，台下观众如痴如醉。

三、一点感悟
七年级是中学阶段的教育启蒙期，课程增多，课量加大，难度加

深， 要求提高， 对于一个初涉中学课程的孩子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 学法的导引、兴趣的激发、目的的确定应该是每一位教学者时刻
思考的问题。 语文是各科学习之母，因此，在新生入校的教学之初，我
便试图通过推演式教学让学生品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人性之美、自
然之美、生活之美，从而激起学生求学的兴趣，寻觅适合自我发展的
路径，把握自我才能的发展舞台，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石门县磨市镇中心学校 郑庆华

安乡县一中 蒋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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