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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努力培养跨世纪的人才，是中国教育面临的义务，也是全体教师应尽的历史责任。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素质型人才，而语文素养尤为

重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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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的目的意义 
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促进学生语文

知识与能力的提高，可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使学生的情感得到陶冶，人文素质得到提高，在国学盛行的

今天尤为重要；通过深化文言文兴趣教学，创设激发学生内驱力情境，

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获得成功快感，从而全面提高其素质能力，
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主动意识，发挥学生主动参与的能力，培养

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感受、理解、欣赏的能力

水平；提高个人文化素养，吸取文言文的精华；同时提高现代文言文的
教育价值。 

2 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是历史赋予基础教育的神圣使命。新课改是

推动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而语文新课标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提

倡一种内涵的课程文化”。让学生从文言文中体会到文化的深度和厚度，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语文的最大兴趣，提高语文的综合素质。在这种背景
下，我提出“浅谈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并对它进行尝试。这对激发学

生的兴趣，增强求知欲，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注重学生的整体素质，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推
动学校的整体教育水平。 

3 课题研究目标 
本课题是从微观的角度把握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现状与需探寻中学语

文文言文教学模式，适应新课标精神，贯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的教学理

念，发挥学生的主观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实现课堂教

学效果最大化，从而提高学生文言文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帮助学生获得
全面的语文素养，丰富学生的文化积淀，增强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

优秀文化传统的感情，从而提升文化品位，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从教师的角度看，则是通过课题研究，培养德才兼备，具有科研能力和 创
新精神的教师。 

4 课题研究的内容 
4.1 充分理解新课程标准以及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的相关理论文

献。了解全国新课改情况，初中阶段文言文教学的现状。为本课题的研

究寻找更多的理论支持和现实依据。通过调查等形式，了解学生对文言

文学习的兴趣、特点以及水平等。学习心理学发面的理论，研究了解初
中学生身心特点，记忆规律，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学生学习文言文。 

4.2 以课堂为核心，以课改的新理念指导文言文教学，改变现有的

教学状态，创新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文言的阅读理
解能力。 

借助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改变原有的单纯教学手段。通过现代教

学手段的运用，丰富文言的教学内容，活化教学手段，使课堂声色结合，
图文并茂，更直观更形象，触发学生的思维，引发学生联想与想象能力，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巧妙借助问题，构建学生与文言读本的桥梁。教师可开拓创新，发
展问的形式。改变原有的教学形式，发展提问的模式，变教师一人发问、

一问到底，为教师提问与学生质疑提出问题相结合。以“本”为本，把

语文教材、文章本身作为立足点，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学习语文的积极
性，挖掘文本的内涵，用问题敲开对文本探究的大门，学会思考学会做

人，汲取精神的营养。 

寻求文言教学的探究点，建立文言文教学的模式。改变固有的文言
文教学的先导入，后字词，再作者介绍，然后朗读逐句翻译等模式，可

创见性的将教学模式的五要素即教学理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师生

组合、操作程序等五个因素互相联系，有机的组合。以新课标以学生为

主体，体现自主创新合作的理念，以探究点为突破，拔出萝卜带出泥，

牵一发而动全身，点面结合的教学模式。 

不断尝试各种学习形式，开展各种活动。依据新课标精神，可以把
文言文教学与活动实践课相结合，丰富课堂形式，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

素质。如开展讲文言故事、文化常识竞赛、课本剧表演、古诗文吟诵、

文言课本剧创作等活动，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从而达到自主积
累记诵文言文的目的。 

5 课题研究的方法 
5.1 文献研究法。本课题将参考国内文言文教学的资料，并在此基

础上演绎归纳分析。 

5.2 问卷调查法。用问卷的方法，调查分析目前文言文教学中存在

的不足、学生厌学的原因。研究原因，探讨改变现状的有效途径。 
5.3 个案研究法。借助课堂实录和教师的日志资料进行个案研究，

了解学生学习兴趣提高的教学效果。 

5.4 行动研究法：以新课程理念为依据，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及
时调整研究策略，改进研究方法，创新探索文言文教学新方法新模式，

培养学生文言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精神。 

5.5 经验总结法：通过理论与教学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寻找出符合
新课改理念与精神的的有效的文言文微观教学模式。 

6 课题研究的步骤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申报立项阶段。2019 年 4 月，完成文献资料的收集、学

习；制订课题方案，做好准备工作；申报课题。   

第二阶段：课题研究阶段。2019 年 5 月-2020 年 3 月，确立“浅谈

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的基本框架，组织开题、讨论、咨询、制定阶段
实施规划；积累资料，形成中期成果；动态管理计划的实施，及时发现

问题并调整充实。具体过程：本课题在组织调查摸底、收集第一手资料、

弄清学生文言文兴趣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能够适时适度的进行文言文书籍
文言文，引导并且鼓励学生增加文言文文言文量及文言文范围；能够让

学生针对不同的需求去文言文不同的书籍。 

第三阶段：课题结题。2020 年 4 月-2020 年 5 月。对实施操作过程
中积累的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做好资料的补充、完善工作，撰写课题

结题报告。 

7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本课题研究将历时一年多时间，相信经过课题成员的共同努力，定

会得出好的研究成果。  
7.1 本校拥有多媒体教室、完备的图书室、性能良好的印刷设备，

给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必备的硬件保障。   
7.2 小组成员初中语文教学，而每册课本中都有 5—10 篇文言文，

所以，我们平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教学研究和反复实践，一年多下来，
我们的研究定会结出累累硕果。  

7.3 学校领导非常重视，不仅积极倡导，而且亲自参与，在日常教

学工作中更是鼓励教师大胆创新。 
7.4 参与教师是多年在教学一线的骨干教师，具有系统的理论基础

知识和专业知识，教育方法得当，教学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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