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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语文学科本身不但是学生学习知识

的渠道，它也承载着更多教育学生思想的内容。初中语文中的

文言文更是满满的教人育人的内容，所以教师在教学中一面要

要重视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一面也要跳脱传道授业解惑的局

限。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引导学生多方位地思考，了解知识，与

教师一起发掘文言文深厚的内涵，增强学生智慧，培养学生的

责任意识，提升其核心素养，从而让学生更深入、更广泛地学

习文言文，发现文言文的魅力，发挥文言文教学的深远意义，

提升其教育价值，从而提高核心素养下初中语文文言文的教学

质量。

一、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1. 学生对文言阅读能力的不足

学生在小学与初中这两个阶段对文言学习的目标存在着明

显的断层，比如，小学文言文的教学注重学生知识基础的积累，

会更多的倾向于字词、词法、句法的积累，对学生理解能力的

要求较低。而初中文言文的教学，不但要求学生全面理解文意，

掌握某篇文言文的写作特点，同时如何应用文言文中的知识，

也是需要初中阶段学生积累的文言知识储备。但由于小升初文

言文教学的衔接不好，目前初中生对于文言文的学习能力，理

解能力都相对较薄弱，这就给初中的文言文教学带来一定的难

度，使很多学生在文言词法与文言句法的学习中就存在衔接困

难的问题，影响学生理解能力与学习效果。

2. 学生文言词法与文言句法知识薄弱

初中生对文言文阅读能力与理解能力不足，导致了学生对

文言文学习能力、理解能力、欣赏能力的断层。小学阶段的灌输、

死记硬背等与初中阶段的理解、运用、欣赏之间拉开了较大的

距离，如果教师在初一阶段的教学中再忽视了衔接性，直接从

小学生对文言文知识基础的积累，提升到理解、应用、翻译等，

缺少一定的过渡性教学，不但会极大地影响文言文的教学效果，

影响初中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质量，更会形成学生对文言文学

习的畏难情绪，使他们对文言文学习丧失兴趣。

3. 教师对文言文教学的目标认识不明

根据素质教育的教学理念、要求，以及笔者多年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的经验，我认为初中文言文的教学其目的是提升学生

的古文素养，增强学生理解，并通过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走

进文言文的意境，情境，感受意境美、描写美、哲理美，从而

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但是笔者通过观察，发现农

村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对于文言文教学的目标认识不明，他们

在教学中还是采用单一讲授的方法，导致学生还是采用死记硬

背的方法学习。负担重，效果差，久而久之还让学生产生惧怕

学习文言文的心理。我们知道，文言文从时间上来说，与我们

已经有很大的距离，那时候人的表述方式，运词的简洁与方法，

与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教师单一、枯燥的讲解方法，

给学生的文言文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导致学生对文言文的

学习停在表面，除了能背下来，能完成原文填空，其实对于文

言文中更多的知识，以及教人育人内涵与人文性无法理解，严

重影响文言文教学的效率。

4. 文言文教学资源匮乏，难以满足教学需求

信息时代，网络虽然已经深入千家万户，形成户连户，村

连村，县连县的局面。但是由于农村初中语文教师认识的原因，

再加上农村本来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教学资源相对匮乏，

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学习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本来信息时代，教师可以运用网络资源，来弥补纸

质教学资源的不足，丰富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文言

文。但是于教师的认识不足，他们没有意识根据课堂教学内容

的需要，通过网络搜集相关的补充资料、背景资料、延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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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教学内容只局限于教材，教学方法只局限于自己的经验与

认识。还有，农村初中教师思想的认识受限，虽然学校配备了

信息技术教学设备，可不是这个坏，就是那个坏。加上农村初

中教师信息技术操作技术薄弱，使他们无法根据教学灵活运用

丰富的网络资源，满足教与学的需求，导致教学效率低下。

其二，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及时给学生补充需要的教学资

源。比如，城市学校，只要教学需要，教师随时就能在各个大

型书店里买到需要的资料，而农村由于交通闭塞，资源匮乏，

就无法及时买到需要教学资料。再加上，农村家长的认识原因，

他们用过去的思维思考问题，总觉得学生只要把课本上的知识

学懂，学透就行，没必要再花钱买更多的资料。他们不理解学

生接受更多的资料，有了更多的学习资源，学生的思路会更灵

活，眼界会更开阔，认识也会更全面等，而这一切是提升学生

学习能力，促进文言文教学不可缺少的品质。这不但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学生对学习资源的认识与需求，也影响了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使初中文言文教学陷入低效化的恶性循环。

二、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的特点

1. 多读原文

初中语文中的文言文虽然篇篇都是精华，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时代背景，描写美、意境美、哲理美都蕴含其中。但事实是，

文言文离我们有很大的时代隔离，它对一些词的用法，一些句

子的结构等，都有与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其句子的

简洁性，也就是省略性等，使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增加了难度，

无法真正深入其中。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要遵循多读的原则，

结合文言文教学的特点，让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多读

课文，如诵读、默读、朗读，找到语言感，融入文言文的节奏，

就能达到“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效果，促进学生对文言文

的理解，为文言文的有效教学打好基础。

2. 积累常用字词

文言文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它的写作习惯与字词运用，甚

至有些字义都与我们现代有很大的不同。据《古代汉语》中统计，

学习文言文需要学生掌握的一些常用字词有 1086 个，对于初

中生来说，需要掌握的文言文常用字词就有 458 个。在初中语

文言文教学中，教师为了提升学生的文言文中常用字词的积累，

就要采用一些识字析词的方法，如比较法、归纳法等，提升学

生积累字词的速度与能力。学生只要在学习中，不断积累，掌

握了这些常用字词的古文意思以及今用意思，就能极大地促进

初中生文言文学习能力的提升，为学生言文学习打好基础，做

好准备，增强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兴趣，提升农村初中语文教

学的有效性，促进语文教学发展。

三、提高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的策略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很多人认为文言文没用，农村初中语文教师面对文言文“无

用论”时，如何转变学生的认知就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初中语

文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要先告知学生文言文在初中语

文知识学习中的地位，让学生在认识上重视文言文的学习，激

发学生的内动力。作为教师，在教授文言文的过程中，也要敢

于改变以往灌输的教学方式，要“授之以渔”，提高学生学习

能力，让学生学学会学习，深入理解，获取知识。比如，教师

可以在文言文的学习过程中传授给学生学习方法，如，探究式

的学习、小组学习、积累学习法、结合网络资源灵活学习等。

再如，知识的积累，教师可以教学中按照景、情、事、人等的

方式对知识分类积累，如写景的《岳阳楼记》，体会作者在面

对岳阳楼之景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感情；再比如《爱

莲说》，体会作者“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的高洁等。通过这些知识的积累，教师可引导学生在今后的写

作过程中将这些知识运用于自己的作文之中，会为自己的作文

增光添彩，提高质量。也可以让学生运用一些文言文作为自己

的座右铭，以名人警句来激励自己学习，比如“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等等，利用这些文言文句子来不断激励自己学习，从而取得更

大进步。当然，作为教师为了促进学生对课堂知识内容的掌握，

教师可为学生布置写作任务等，让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用文言文尝试写作；也可以通过把文言文改写为白话文等方法，

来不断提升学生的文言文学习效率，提升文言文教学的效率。

如果说在教学中要讲到空间，那诗词的空间或者说空白是

最大的，也是拓展学生想象，提高学生空间思维最好的途径。

所以，只要老师能在文言文具体的教学中运用文本空白，借助

空白的深意引导学生探究，既能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现高效的课堂教学。

2. 让学生通过翻译和鉴赏，提高文言文学习效率

初中课本中的文言文，都是比较经典的文学作品，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瑰丽，翻译文言文是学习的基础，学会鉴赏更是对

学生文言文水平高层次的要求。所以，作为语文教师，最应该

教会学生的就是鉴赏文言文的能力，只有学会了鉴赏才能实现

知识的迁移，才能提高学生阅读水平和阅读能力。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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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中的字词句都是作者通过精心琢磨才写出来的经典作

品，比如《桃花源记》、《公输》等，让学生想象景色之美，想

象人物特征等。只有这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被调动起来，

教学课堂才会比较活泼，学生才会在兴趣盎然的课堂中尽情地

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事实证明，农村初中学生因涉猎的阅读

资料有限，很多学生都不会自己鉴赏作品，作为教师，要适时

点拨学生，并针对作品特点和学生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

或者给学生准备相关的阅读资料，指导学生深入领会作者想要

表达的真实情感，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升华文言文教学的意

义。

3. 做好小升初文言文过渡，打好学生文言文基础

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文言文，如《孙权劝学》《口技》

《狼》《木兰诗》《伤仲永》等，相对于小学的文言文，初中的

文言文难度更大，篇幅更长，故事性、哲理性、人文性也更浓

一些。但是我们知道，要想学好初中文言文，学好小学文言文

是基础。所以，作为农村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结合新课

程的要求，做好小初文言文的过渡。既要在小学的文言文教学

中给初中文言文的学习打好基础，也要在初中文言文的教学中

采用一些有趣、简单的方法，降低文言文的难度，使学生更容

易理解和接受，克服学生对初中文言文畏惧的心理，让他们借

助初中学过的文言文学习方法，如多读、积累文言词、文言句式、

掌握文言文翻译方法、了解作品背景等，顺利地过渡，完全投

入到初中文言的学习中。

4. 挖掘文言文中育人素材，培养学生的高尚品质

为了提升初中生的语文素养，加强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能

力，作为初中语文教师，我们应该针对部编教材文言文、诗词

缺少阅读推荐的不足，可以在群文阅读方面做大胆的尝试，培

养学生的阅读能力、高尚品质和综合素养。如学习苏轼《记承

天寺夜游》时，可以把“诗人的月亮情怀”设置为议题，课内

外选择诗词构建阅读文本，如李白《月下独酌》，杜甫《月夜

忆舍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让学生懂得“举

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独饮的寂寞，“露从今夜白，月是

故乡明”是思乡的痴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抒怀

是美好的寄托等等，让学体会一轮明月寄托的丰富感情。以此

为议题开展群文阅读，使学生对“月亮”这一意象所寄寓的情

感有深刻理解，提高学生对文言文中借物抒情言志的妙用，提

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又如，在教学七年级上册《陈太丘与友期》时，综合七年

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课文内容设置了“智慧自古多少年”这一

议题时，教师就可以把《咏雪》《曹冲称象》《孔文举年十岁》《王

戎识李》四个小故事建构在一起，形成群文阅读，引导学生开

展“比一比，谁最聪明”为主题的活动，使学生系统地，有目

标有针对性地开展群文阅读活动，促进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

首先，我要求学生围绕活动主题速读群文，评选出自己认为的

最聪明的少年。学生爱看故事，当然对这种学习主题兴趣浓厚。

读完故事后，我把学生按喜爱的少年编为五个小组。接着，笔

者让每个学习小组再读课文，说一说自己认为他聪明的理由，

讲给其他小组，让其他同学相信你判断他聪明的理由，以人数

最多者为胜。这一活动环节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阅读热情，使

学生再一次对文章进行了深度阅读。然后，我以小组推荐和自

我推荐的方式让学生讲述文中少年聪明的理由，使“比一比，

谁最聪明”这一主题的活动更有意义，达到理想的阅读学习效

果。这一教学活动让学生在阅读中感受到了古代少年的聪明智

慧，效果极好。在最后统计中，小组人数有了一定变化，这充

分说明教师巧妙地教学设计内容，吸引学生，不但能使阅读教

学产生实质效果，提升教学效率，也能激发学生的热情，唤醒

学生思想中的某些认识，从而全面促进教与学的发展实现教学

目的。

三、结语

总之，从小学到初中文言文在语文教学中一直占据着非常

重要的位置。它不但连着我们现代与古代的文明，文化精髓，

也连着古代人与现人的情感与思想。作为农村初中语文教师，

一定要认识到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性，结合农村初中生的特点，

采用适合他们的方法，运用些恰当的，有效的手段进行施教，

使文言文教学有一个质的飞跃，从而提升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

兴趣，促进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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