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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力推崇国学的今天，我们也将古老的传统文化重新拾起。学生们对于文言文这种传统的文化却觉得学习起来困难又吃力。加之
现在的教学摒弃了对语法知识的学习，所以导致学生对于文言文的理解和学习总觉得有很大的困难。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学生都是以“死
记硬背”作为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基于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困难，所以我致力于对文言文语法教学的策略研究，想借此寻找到行之有效的文言
文学习方法，以此作为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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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言文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文言文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文化的传承而言，文言文

教学始终脱离不了语文的教学。对于文言文的教学在语文的教学中又有

着怎样的地位呢？课程标准中提出“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

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

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诵读古

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因此，足以看出文言文教学在

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2 初中语文文言文语法教学的现状 
语文的教学工作，在教师的心中想必无外乎就是对母语的教学，而

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又是否真的达到了“教会”和“学懂”的

程度了吗？有些时候，教师都会去说“我把相应的知识点都教给了学生。”

但是想没想过你的“教”是“教”？还是“交”？也许在日常的语文教

学工作中，只能达到“交代”，而并非真正把学生“教会”。到了初中，

孩子们在语言交流和书写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对于语言的规

范性就需要教师去思考如何能让学生在语言的教学上真正的“学会”、“学

懂”。   

在文言文的教学上，基本都会要求理解词句的含义，以及了解文言

实词、虚词和句式的意义或用法。那么这些要求又通过怎样的教学能让

学生更好的理解呢？这些都需要语法知识和文言实词、虚词来一同解决。

但学生在朗读断句及停顿上掌握不好、词句含义和文章中心内容理解偏

差。为什么学生会出现这么大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在语法知识的掌握上，

特别是文言文语法。文言文的题型不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在中考试卷中

有所涉猎。因此，对于现在的初中生而言，文言文可谓难上加难。而这

种困难在语文的文言文教学中更多体现在语法知识的“空白”。在“淡化

语法”的大背景下，语文老师已经不再重视语法的教学，那么对于语法

知识上存在弊端的学生而言，对于文言文的理解更是难于上青天。所以

学生学起来难，老师教起来费劲，久而久之，就会恶性循环。学生不再

学，教师教不会。 

因此想借助语法知识的教学来帮助学生去解决现在的文言文教学的

问题，同时以此来争取让学生形成学习文言文的系统方法。 

3 实现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的系统性 
对于初中语文文言文的教学，现在没有一个系统化的教学方式。因

此，在借助了语法知识解决文言文教学的困境后，可以将语法教学融入

到文言文教学中，这样能让文言文教学形成系统化的教学。曾经的文言

文教学中，只是做到了单纯的读、翻译、讲解问题。而在读的过程中没

有注重停顿问题，所以学生对于句子成分混淆不清，甚至根本不知道句

子中具体的词语应该在句子中做什么成分。从而导致解释加点字含义的

题不会变更词语含义。在文言文翻译时也没有将省略的部分补充出来，

特殊的句式中成分也没还原等诸多问题。如果在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

加入语法知识的教学，自然会让初中语文文言文的教学形成系统。我们

需要从朗读开始语法知识的教学，指导学生朗读的停顿，有助于对翻译

的理解，不会使翻译句子的时候出现有歧义、有偏差、理解完全错误等

的“笑话”出现。在讲解文言文翻译时，加入语法的教学，让学生能够

对词性有所理解和记忆，同时对句式有充分理解。在语法教学的指导下，

对于文言文的教学形成了一个新的系统化的学习。 

4 文言文语法知识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在日益“淡化语法”的社会背景下，很多教师已经完全摒弃了语法

的教学，导致初中生都把“文言文”当做是一块“心病”，只要提及到“文

言文”就觉得枯燥无味难理解，甚至于放弃。教师对于文言文语法知识

没有更好的教学措施，导致文言文语法知识一直被遗忘在角落里，那么

对于目前初中语文的文言文语法知识的现状提出几方面的策略，希望能

对现在的初中语文文言文语法知识的教学得到帮助并能解决学生对于文

言文语法知识的排斥现象。 

4.1 学生的培养我们知道应该从兴趣爱好开始，如果将一个学生不

感兴趣的内容硬是强加给他，结果相信会“两败俱伤”。对于文言文的学

习，我们应该在学生身上找到兴趣来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语感能力，由

此让学生有对文言文学习的兴趣，从而提升自身的文言能力，轻松解决

文言难题。掌握了学习文言的方法，自然就会重视文言文的语法知识。 

4.2 我们知道老师不仅仅是单纯的教书匠，也不是把知识“交代”

给学生就算完事。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传授给学生一些好的学习方法，

因为我们不是在给学生固定的这些知识，而是交给学习学习知识的方法，

这样学生才能从方法中获取更多的知识。我们都知道“授之以渔”和“授

之以鱼”的不一样的，那么作为教师我们就应该做到的是“授之以渔”，

这样学生才能延伸自己的知识。那么对于这个初中的文言文部分，教师

也应该是教给学生文言文学习的方法，然后才能让学生更好更有兴趣的

去学习文言文。那么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应该从 基本的文言文语法的

教学考虑，这样在弄清楚了文言文语法的知识了，那么学生也就弄清楚

了文言文中的一些知识，这样才会在做文言文的题时更清晰明了。那么

文言文语法知识的教学，是需要教师更系统化的教学，同时也应该注重

多样化的文言文语法教学，要不就容易把一项枯燥无味的语法知识继续

教成了枯燥无味的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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