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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让学生爱上文言文呢？首要的是还这些古老的文

字以鲜活的生命力，让这些枯燥的文字活起来，动起来，

让文言文自身的魅力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通过其丰富的文

化底蕴来打动学生，使学生接近她，喜欢上她，爱上她。

那么，如何让文言文教学焕发新的活力呢？如何寻找滋润

文言文教学的那一缕春风、一夜春雨、一片春阳呢？

2 让文言文教学焕发新活力的途径

作为工作在教学一线的一位语文教师，浅谈一下自己

的几点想法。 

2.1 心存敬畏，心存感激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传统文化极其推崇，他在很多场

合引经据典，一语中的，彰显了一代领袖的睿智和远见卓

识：如，在谈论以德治国时，他谈及“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谈论外交策略时，他说“君

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我们共产党的很多执政理

念都源于中华传统文化，面对千百年来的民族瑰宝，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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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现代语文的源头，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源泉。文言文教学在高中生的学习中所占
分量举足轻重，虽然文言文阅读连同诗歌鉴赏连同名句默写只占到35分，但是却耗尽了学生的大量心血。学生学习文言文
虽然付出了太多太多，但是目前，文言文教学的低效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的“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串讲模式，
首先让学生读通，然后逐字逐句逐篇翻译，最后分析主题和写法，虽有可取性，但篇篇如是，单调重复，导致课堂气氛沉
闷、压抑，缺乏生机活力，久而久之，学生生厌，教师压抑，以至于学生不喜欢文言文，甚至望而生畏，文言文成绩当然
也无从提高。面对新高考对语文教学的要求，这就要求语文教师们必须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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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借鉴、活用、提升，传统文化不断被赋予了时代内涵 [1]，

更是启迪了当代人的智慧。心存敬畏，才会感知其强大的生

命力；心存感激，才会不断涌出涓涓细流。文言文教与学也

是如此，敬畏之，你才能走进它，接受它，才能提升自己。

2.2 加强诵读，培养语感
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苏东坡也说：“故

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反复诵读是中国古人学

习古文的重要方法，也是现代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基本要求。

文言文字词组合与现代汉语的差异，决定了反复诵读是培养

语感、初步把握文意最有效的途径。学生对文字材料诵读越

熟，体会就越深，意义就越明白。文章的语气、节奏和作者

的情趣意旨是通过富有情感的诵读表现出来的。经过反复

诵读、反复揣摩、思考、比较，从而得其要旨，知其意味，

领略语言之美，正是培养语感的过程。我在文言文教学中反

反复复强调文言文教学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学生读出来

的，语文老师只能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其余的都留给学生自

己，要高度信任学生，不能越俎代庖，语文课堂其实就应该

是书声琅琅，畅所欲言。 

所以在文言文教学时，教师应给学生反复诵读的时间

和机会，还应传授诵读的方法和技巧，把握文言文的句读停

顿。为此需要定期举办诵读文言文的比赛活动，激发学生学

习文言文的兴趣。当然，需要教师给学生提供大量的文章，

取材需要从易到难，注解需要从多到少。定期举办“讲好文

言文故事，发现生活中的美”活动 ，添加一些时代生活气息，

让学生觉得文言文并不遥远，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穿

越时空，神驰万里。

2.3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真正以生为本
传统的串讲模式，许多老师一讲到底，满堂灌，学生

课上记翻译，课后背笔记。老师把课堂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老师讲的昏天黑地，学生听得昏昏欲睡，这样很容易把学生

本就不多的文言文学习兴趣一点儿一点儿消磨掉。学生的主

体性、自主性得不到张扬，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我认为

应将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学习，对照注释自己翻译，

有疑问互相讨论，教师只作点拨，强调更正或是对难点、新

知识点精讲。事实证明，许多简易的文言文，学生完全可以

通过自己的朗读、理解、探究、讨论、思考读懂课文，学生

在这种自学中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还增强了自信心，培养

了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能力。

在理解了大致文意后，学生结合写作背景等相关资料，

通过自主质疑、合作探究，解决一些纲举张目的问题。教师

可提出一些学生没有注意但必须解决的问题，并由学生探究

解决。在质疑与解疑的过程中，学生必然会加强对文章的理

解和思考 [2]。

2.4 注重文章思想情感的把握，不能“重言轻文”
传统的串讲模式偏重于对字词句的讲解，“重言轻文”。

语文老师只围着高考这根指挥棒转，课堂教学只是强调字词

句，那么最终结果会导致一篇精美的文章被肢解的支离破

碎，毫无美感而言。三年高中学习，学生如果只是记住了一

些实词虚词句式特点，那么毫无疑问这是语文老师的严重 

失职。

著名语文教育家钱梦龙说，文言文首先是“文”，而

不是文言词语的堆砌。教文言文，当然要指导学生理解词

句，但理解词句的着眼点在于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文意；

反过来说，把握了文意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词句。文言文的

学习必然要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由里及表”的不断反复，

逐步深入的理解过程。经典的文言文之所以能历经岁月的洗

礼，流传至今，除了语言的凝练美和音韵美，还在于它传承

着一种崇高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思想情感又会反过来丰富语

言内涵，使其更具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经典永流传的原因。

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美在对仗工

整的语言，更美在蕴涵于字里行间的范仲淹的忧国忧民的情

怀。整句话读起来慷慨激昂，朗朗上口。

2.5 让学生与作者对话、与古人交流
文言文中或是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

形象，或是淋漓尽致地传达了作者自身复杂细腻而又丰富的

内心世界，或是酣畅淋漓地抒发传主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

文字，这些人物，这些情感，这些精神都需要学生通过文言

文学习来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增强自己的文化底蕴，提升自

己的精神境界。但是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却感受不到这个

“人”，或者对这些“人”的感觉总是平面的、干瘪的、飘

忽游移、捉摸不定的。

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就要让这个“人”立起来，让“他”

鲜活地站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心跳，感受到他

的气息，感受他的喜怒哀乐，感受他的博大胸怀。方法便是

通过对作品背景、相关历史知识和作家经历的介绍，把这个

人物还原到他本来的生活中去，让他在他原本的生活中鲜活

起来，让他充满自己的个性。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深刻地理

解这个“人”。这样，就需要老师提前布置作业，让学生自

己通过各种途径查询资料，课前充分了解这个作者。如果是

传记文学，需要学生把传主充分了解，拉近距离，增强亲 

切感。

上课之前，老师可以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展现一些“五

分钟视频”此类的活报剧，增强学生的兴趣。课堂上，学生

自主学习探究，不仅能够感受到这些具有独特个性、具有不

同风格的“人”的风采，而且还可以与这些伟大的灵魂对话，

与这些文化巨人进行心灵交流。时空可以穿越，历史不再古

板，文章不再枯燥 [3]。

2.6 汲取古老智慧，更要推陈出新
文言文教学承担着文化传承的重责，我们除了继承传

统文化精髓之外，更要学习用现代眼光审视文言文，体会其

中的民族精神，学习辩证地看待古人，看待问题，看待历史，

培养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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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行为”切入，透过人物的行为来

概括人物的“形象”，评价人物的精神，并从现代视角来看

待现实中相关的问题，最终完成自己人格的升华和思想的提

升。文言文学习，我认为，不仅单单是学习传统文化，更主

要的是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精神。一个民族，如果丢失

了传统文化，那就成了无根之浮萍；如果忘记传承，那么这

个民族就没有未来。

3 结语

文言文——古老的文字、古老的文化，可古老并不是

意味着衰朽。所以，让我们吹起春风、洒下春雨、撒下春阳，

让文言文教学焕发出新的活力，把文言文的魅力永远留驻在

孩子们的心田。

传承在将来。我们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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