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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言文是我国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经典文学，其中充分地反映出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所以

是非常宝贵的文学财富。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在文言文教学中合理融入传统文化，为学生认真地分

析与研究文言文中涉及到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得学生可以对文言文学习以及传统文化的学习产生更加浓厚

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有效性，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及发扬。本研究主要探讨了传统文化在初中

文言文教学中的传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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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发展历史比较悠久，流传下来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

其中承载着大量的传统文化。所以，要对这些优秀作品进行认

真的分析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文言文也是优秀经典文学作品的一种类型，因此，在初中语

文的文言文教学中，教师要充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发扬，

引导学生认真的学习，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与技巧，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基于此，使得学生更加了解与热爱优秀传统文化，更

好地传承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文言文教学的关键价值

（一）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

在初中阶段，学生刚刚开始系统化地学习文言文，这个阶段

十分关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学兴趣的关键时期[1]。所

以，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要合理地融入传统文化，基于此使得

学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可以更加热爱传统

文化，对此产生较强的认同感、荣誉感以及自豪感，更好地培养

学生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之情，使得学生可以充分认识到其作

为中华民族的炎黄祖孙，其有责任、有义务对传统文化进行发展

以及弘扬，可以更好地锻炼学生的道德品质。教师要引导学生

认真学习文言文，帮助学生全面地了解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全

面地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二）有助于传承传统文化思想

我国的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

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我国的文化瑰宝，是值得炎黄子孙进行

学习、传承与发扬的重要宝藏。这对于民族的振兴、对于国家的

富强、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对于

初中学生而言，其年龄较小，个人的辨别能力不强，极易会受到

外来文化的影响，极易会发生舍本逐末，对形式文化进行追求的

情况。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要合理地渗透优秀传统文化，在此

基础上可以使得学生对此产生较强的学习兴趣，可以更好地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以及精神。

（三）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价值观

素质教育背景下，每位教师不能只是将素质教育流于形式，

更多的是要将其进行全面的贯彻与落实，要在教育教学中全面

地渗透素质教育理念。在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要合理地融入

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地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除此以外，还可以

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价值观[2]。基于对文言文的学习，可以帮

助学生了解相关的文化背景，了解相关的思想理念，可以使得学

生受到良好的启发与引导，使得学生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准确

地抓住传统文化的精髓。帮助学生掌握大量的古代文学知识，

培养与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二、传统文化在初中文言文教学中的传承策略

（一）结合教材内容，传授传统文化知识

在初中文言文教学中，教师会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因为学

生对文言文的学习会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学生进行理解、注释与

背诵方面会面临重重的困难。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通常都是引

导学生翻译、背诵文言文。教师要逐字逐句地为学生进行翻译，

然后由学生进行背诵。该教学模式会消耗大量的课堂教学时

间，而且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率与学习效果。实际上，在初中

语文教材安排的文言文中涉及到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这些知

识也对学生学习与理解文章的内涵发挥良好的基础性、铺垫性

作用[3]。假如学生只是单纯地对文言文内容进行翻译与背诵，

就会导致传统文化知识和文言文学习进行割裂，从而对传统文

化在历史中具有的价值进行弱化，影响到学生对于文化的认知，

加大学生的学习难度。在教学中，教师要讲解文化历史背景，在

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掌握文章中蕴含的表达方法以及文章内涵，

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更好提升教学效果，达到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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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讲解《桃花源记》的相关内容时，教师首先要充分

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作用，为学生播放相关的朗读音频，营造良好

的朗读氛围，使得学生在此过程中充分体会到文章中的语言之

美。接下来，教师要学生介绍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介绍陶渊明

有着满腔志向、无法施展的情况，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与把

握陶渊明的思想内涵。然后，教师要为学生讲解一些文言文词

汇的含义。比如，一词多义的“处处志之，寻向所志”等。基于历

史文化的背景为学生绘画会出作者笔下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场

景，从而充分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出对东晋末年

战乱的批判，更好地深化学生的理解。

（二）根据传统文化，设置文言文学习情景

初中语文中的文言文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作者结

合个人的所观、所想进行创作的，基于文章的创作对当时的社会

文化与体制进行展示，而且也能够使得后人在文章中汲取经

验[4]。然而，因为当时的年代与学生当前所处的时代不同，所

以，学生很难对文中的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理解与

把握。因此，为了可以提升教学的有效性，教师要为学生创设良

好的教学情境，丰富学生的情景体验，对文章的历史场景进行还

原，或者是使得学生帮助在视觉上获得感官的体验，从而拉近学

生与文言文之间的距离，使得学生可以更好地投入到文言文的

学习过程中。基于学生的体验可以帮助学生准确地把握作者的

体会与感受，使得学生在思想上与作者建立共鸣，可以站在作者

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思考与解决。而且，可以站在旁观者的

角度将个人的思想与观点表达出来，实现对文言文知识的良好

学习与理解。在教学情境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充分地认识到文

言文的学习并没有想象中的难，激发学生在此方面的学习积极

性，减轻学生在学习中的畏难情绪，要帮助学生学会科学的思

考，掌握科学的思维模式，帮助学生全面地了解当时的传统文化

背景，帮助学生掌握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与学习技巧，提升学

生的学习有效性。

（三）创新阅读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探究话题

通常状况下，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往往都是结合教材以及

参考书设计的问题，引导并且组织学生开展阅读活动，使得学生

可以在阅读中进行深入思考。尽管该教学模式可以取得一定的

成效，然而，这些问题通常都会有着相对较强的指向性，互动性

不强。假如学生无法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入的理解与准确的把

握，就很难能够对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与学生现实生活之间具

有的关联进行掌握，无法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热爱之情[5]。所

以，教师要不断地优化与完善阅读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

趣，引导学生进行话题探究。所谓的话题，即为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与学生展开课堂对话的核心。“问题”通常都是指向答案，但

是“话题”通常都是指向情境、范围和线索，会对答案进行淡化，

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

效果。

例如，在讲解《桃花源记》时，教师要在教学中合理地融入传

统文化。在传统的教学设计中，教师通常都是将桃花源解读变

成理想社会以及虚幻世界，会觉得当时的社会是不能够实现那

种生活的。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基于话题教学的层面入手，

引导学生在某个话题下对其中涉及到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分

析与探索。比如，可以围绕着“为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比较喜爱

隐居山林”这一话题，鼓励学生发挥想象能力，培养其发散思维

能力，在此基础上使得学生可以充分了解到这些人追随的追求

的理想生活状态，即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想和

世人同流合污，希望可以为老百姓贡献个人的力量，有着高尚的

道德追求。

（四）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学有效性

在初中文言文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传

统文化知识、了解文言文的相关内容，教师就要采用科学有效的

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伴随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也被日

益广泛地应用在教育教学中。信息技术有着丰富多彩、多种多

样的基本特征，有着形象生动、趣味十足的优势[6]。其利用音频

与视频等方式为学生展示知识与技能，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学习效果。所以，在初中文言

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实现课堂教学和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在

此基础上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了解更多的传统

文化，突破教学的重难点，帮助学生全面地了解传统文化的

内涵。

例如，在为学生讲解《大道之行也》的内容时，语文教师要充

分发挥微课视频的作用，为学生导入新课，基于视觉以及听觉的

角度使得学生的感官得到刺激，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学习

的热情。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做好预习工作。

利用微课引导学生进行预习，引导学生了解作者与作品的简介，

其中涉及到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文化的相关知识等。其次，学生

要在预习过程中找到自己无法理解的问题，然后，教师要引导学

生彼此间进行互帮互助，共同地解决疑难问题，而且要充分发挥

希沃白板的作用，为学生标注疑难，使得学生进行逐个击破，激

发文言文教学活动的趣味性。第三，要做好预习的检测工作。

教师要检测学生对传统文化音节韵律的朗读情况，了解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掌握情况，了解学生对重点字词句的掌握情况，这些

都可以借助于信息技术来实现，帮助学生更加高效地学习与掌

握相关的知识。教师可以利用PPT，为学生展示重难点知识的

归纳总结、检测学生的朗读效果，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改正，在

此基础上优化诵读效果、提高诵读效率。教师要利用互联网技

术为学生展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展示康有为创作的《大同

182



教研平台

2022年第03期

书》、展示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7]，使得学生能够更加深刻

地理解与把握传统文化，更好地发展与传承传统文化。第四，赏

析句式，品味情感。在文本中，孔子始终都会借助于对偶句对

“大同”社会进行讲解，这也充分展示出其对“大同”社会的一种

向往。教师要利用PPT为学生展示对联图片，使得学生可以了

解对偶句式，对此进行分析与整理，并且分角色地朗读文章内

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文章的内涵。第五，诵读经典，

拓展延伸。在该阶段，教师要引导学生有感情地诵读经典，要充

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录制朗读视频，并且对朗读现场进行回

放，使得学生可以通过朗读了解“大同”的内涵，了解儒家文化以

及思想，并且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交流、互动以及分享，

更好地提升预习的有效性。

（五）由课堂延伸到课外，感受优秀传统文化

课堂教学更多的是发挥辅导性的作用，不能发挥主导性的

作用。我国古代传承下大量的文学遗产，涉及到大量的优秀传

统文化，无法将所有的内容均编入到教材中。所以，为了可以弥

补不足，更好地提升文言文教学的质量，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传

统文化，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对优秀的文言文作品进行

阅读，找到其中的精华，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坚持，进而积累更多

的传统文化[8]。教师要引导学生由课堂延伸到课外，通过大量优

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传统文化，继承

与发扬传统文化，并且可以锻炼学生的阅读能力，增强其阅读热

情，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例如，在为学生讲解《陋室铭》的相关内容时，教师要鼓励与

引导学生进行大胆的想象，对陋室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联想。

比如，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青苔是怎样触发作者想象的？在此

基础上才会使得作者发出想象：青苔慢慢爬上斑驳的时间。教

师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然后组织学生分析与思考刘禹锡的做

法，引导学生能够对自己的家进行描写。如此一来，就可以将文

言文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机的关联起来，更好地发挥教育价值。

不仅如此，教师也要引导学生根据当前社会存在的“炫富”现象

进行思考[9]，更加深刻地理解与把握文本中“斯是陋室、惟吾德

馨”的相关内容，使得学生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使得学生的思

想境界得到提升，使得学生的思想内涵得到良好的熏陶。

（六）组织开展校园活动，引导学生走进传统文化

为了可以在初中文言文教学中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学校

要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得学生可以在文化氛围中更好地

积累文化底蕴。教师要组织学生开展语文活动，结合学生的兴

趣爱好实现对课外活动的延伸以及拓展，引导学生在深入学习

与探索的过程中发现传统文化之美。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总结与归纳所学文言文中涉及到

的戏曲知识，然后组织学生学习戏曲，引导学生收集不同地区的

戏曲名家以及剧种等知识[10]，更好地锻炼学生对资料进行收集

与整理能力，更好地培养其口语交际能力。不仅如此，为了可以

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教师要利用传统节日，引导学生

认真地学习与掌握传统节日，使得学生掌握大量的传统文化。

比如，教师可以在校内举办诗文诵读班，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参

与进来。对经典的文言文进行诵读，基于此，增强学生对于传统

文化的学习兴趣。不仅如此，教师要不定期地组织开展诗词朗

诵比赛等活动，基于竞赛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的竞争意识，帮助学生了解大量的文言文知识。

三、结束语

总之，初中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会觉得晦涩难懂，因

此，在学习时会存在一定的畏难心理，在此状况下，教师要实现

对教学方法的革新，不断地提升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激发学生

对文言文的学习效率与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学习有效性。从

而帮助学生充分了解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有效地优化与发展

传统文化，而且可以更好地锻炼学生的阅读能力、学习能力以及

文学鉴赏能力，引导学生更好地传播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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