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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标倡导，文言文是初中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教师在教学当中，一定要带领学生去阅读、学习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内容、

使得学生的文言语感得到形成等，使得其能理解好词句含义，对文章内容形成理解。因此，在新课标的导向下，初中教师在语文教学的开展

当中，一定要对文言文教学的开展引起重视，并有计划的培养好学生的文言文学习能力，使得其在教学中获取到更多。下面就自己在教学实

践中的经验谈几点文言文教学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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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倡导，文言文是初中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教师在

教学当中，一定要带领学生去阅读、学习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内容、使得

学生的文言语感得到形成等，使得其能理解好词句含义，对文章内容形

成理解。因此，在新课标的导向下，初中教师在语文教学的开展当中，

一定要对文言文教学的开展引起重视，并有计划的培养好学生的文言文

学习能力，使得其在教学中获取到更多。 

1 学生文言文学习能力的形成现状 

在现阶段，很多的历史诵经纷纷融入到初中的课堂当中，如要求学

生在课余时间内学习、背诵一些《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使

得学生在这其中感受到经典的内涵，同时也是锻炼学生文言文学习能力

的有效路径。 

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上看，学生本身文言文学习能力的养成现

状却并不乐观，主要可以从师生两个方面上分析：首先，在教师方面，

过于注重文本内容，就只是在教学当中专注某篇文言文的讲解，很难实

现以点概面。在教学模式上也存在着比较机械化的行为，会让学生背诵

一些字、词的意思等，使得学生的文言文学习能力很难形成；而在学生

这一方面，由于古代和现代的差距比较大，学生缺乏必要的语言环境，

在学习当中往往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再加上文言文的内容本身就比较深

奥，同一个字会有不同的读音和意思，使得学生在实际学习当中存在着

较大的困难。这些都是在现代教学当中，教师在培养学生文言文学习能

力当中应该关注的。 

2 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文言文学习能力的对策研究 

2.1 深化专注程度，培养学习能力 

在学生的语文学习当中，文言文往往是比较晦涩难懂的。因此，在

实践教学当中，要想使得学生文言文学习能力得到增强，教师就一定要

展现好自身的引导和启发作用，如注重学生兴趣的激发等，多多开展一

些文言文的鉴赏课，只是让学生鉴赏，而不是去学习和背诵，使得学生

的学习压力得到减轻，能保障知识的最大化获取。 

例如，在讲解《论语》一课之前，教师就可以展现自身的效用，为

学生布置相应的任务，让学生自主的对孔子的一些经典箴言进行搜集，

使得学生借助书籍、网络等，对孔子的生平经历有所了解。而在课堂当

中，教师就可以为学生播放在课前制作好的课件，可以展现孔子的一些

图片、介绍等，并配上自己的讲解，使得学生了解到孔子是非常伟大的

教育家、思想家，使得学生对后续《论语》的学习产生一定的兴趣等，

帮助学生打开文言文学习的大门，使得学生在后续的学习当中更加兴趣

盎然，为学生文言文学习能力的提升起到铺垫的作用。 

2.2 夯实基础知识，培养学习能力 

在学生文言文的学习当中，基础知识的夯实是非常重要的，是学生

领悟情感、阅读理解的基本前提。因此，在语文教学的实际开展当中，

教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帮助学生夯实好基础，为学生展现一些写作背

景、作者介绍等，使得学生对作者的写作动机产生理解，对学生后续的

学习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能使得学生文言文的学习能力得到逐渐增强。 

例如，在讲解《小石潭记》一课的过程当中，教师在教学当中，就

可以引导学生从文言文的背景上入手，使得学生在这其中了解到作者是

因为被贬谪，心中产生抑郁之情，无法得到排解，只能寄情于山水，使

得学生对作者的情感有所了解。而在这之后，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投入

到课文内容的理解当中，使得学生掌握重点字词的含义等，并对一些文

章中的古今字、一词多义字、实词活用等进行研究，使得学生加深理解。

最后就引导学生对文言文的整体进行感知，使得学生在这其中了解到作

者的写作意图、使得学生产生情感共鸣等，使得学生全方位的深化对文

言文内容的理解，使得学生的文言文学习能力得到不断地加强。 

2.3 分析写作手法，培养学习能力 

在文言文的学习当中，写作手法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教师在

培养学生文言文学习能力的关键。 

例如，在讲解《岳阳楼记》一课的过程当中，教师就可以重点分析

文本当中的“对比”手法，使得学生了解到作者用古仁人和迁客骚人的

览物之情所作的对比。而在《爱莲说》当中，就可以重点带领学生分析

其中的“衬托”手法，使得学生感知到作者本身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

特点，深化学生的理解，使得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加强。 

2.4 传授翻译方法，培养学习能力 

除了以上三点外，为了使得学生的文言文学习能力得到增强，教师

也应注重翻译方法的传授。 

例如，翻译方法是非常多的，如调整、增加、删减、替换、保留等，

使得学生结合实际的文本内容进行运用，深化对文言文的理解，使其的

文言文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3 结论 

综上所述，在文言文当中，蕴含着我国古代文化非常悠远的历史，

能使得学生在实际的学习当中感受到汉字、文化的魅力等，使得学生的

语文能力和文化内涵得到丰富。因此，在实践教学的开展当中，教师一

定要对文言文教学引起重视，并采用适当的方法、手段，促使学生文言

文学习能力的加强等，使得学生获取到更多，为后续的深度性探究打下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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