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9 期◆版本 1.0◆2019 年 9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7 

Education research 

小学部编新教材文言文教学策略微谈——以三年级课文《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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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言文是一种载体,一种浓缩的精华。它的字里行间流淌着的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血液,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文言文的教育能够让学生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感受我们自己语言的魅力,在文化选择中做出理性判断,不盲目、不从众。

从古人的傲气风骨、高洁品质中有所感悟、有所借鉴,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志气高远的优秀少年儿童。部编版语文教材,充分凸

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大幅提升文言文比例。从三年级开始,每册编选 1-2 篇文言文课文,一共十四篇。三年级上册教

材第八单元中出现了孩子们耳闻能详的小故事《司马光》,这是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编选的第一篇文言文。三年级下册第二

单元出现了中国传统寓言故事《守株待兔》。以下将结合这两篇文言文课文的课堂教学,总结对文言文教学的几点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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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理解,重点突破 

中国古代和现今的文化是既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又有着明显差别的两种个体。生活的时代不同,经济发展水

平和物质条件的不同,使得今天的学生在理解千百年前的文

字时,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部编版新教材在文言文的选择上,特别注重贴近学生的

阅读经验,合理地选择,篇幅短、字数少、内容浅的文言文作

品。如《司马光》这篇课文,一共才两句话,共计三十个字。

短小精炼的篇幅能够消除与文言文之间的陌生感,真正形成

了文言文内容的儿童化。 

在进行教学时,引导学生借助已有的阅读经验,先从白

话入手,整体把握课文的内容。在上课前先问问同学们,知道

《守株待兔》的故事吗？先请一位同学用自己的话讲一讲这

个故事。其他同学听同学讲故事,再次了解故事大意,然后让

学生试着把课文再去读一读。在整体把握课文的基础上,进

行课文的学习,能够降低文言文学习的难度。 

在讲授《司马光》时,先让学生看图讲讲这个故事,再告

诉学生其实古文就是古代的人讲故事的语言,让学生们感受

到文言文与我们现在说的白话是相通的,都是运用语言来讲

述故事,但其中也有很多不同,激发学习兴趣。 

让学生理解大意是学习文言文的基石,在整体把握文意

后,再逐个攻破个别的生涩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让小学

生逐字逐句地翻译文言文,会更加拉远学生与文言文的距

离。如《司马光》中,司马光击打的是“瓮”,而学生熟知的

确是“司马光砸缸”。一是学生生活经验单一,不知道什么是

“瓮”,二是不确定“瓮”与“缸”是不是一个意思。这就

造成了文言文教学的难度,时空差距让学生无所适从。在课

堂讲到“光持石击瓮破之”时,我充分利用部编新教材的精

美图案。先让学生观察插图,看看瓮是什么样子的？通过观

察发现“瓮”其实就是口小肚大的陶器,接着引导装水的就

是“水瓮”,装菜的就是“菜瓮”。尽管形状上有些不同,但

都是体型较大的容器。 

在试讲过程中,学生没有追问的意愿时,就没有进行两

者的区分,旨在让学生了解“瓮”的样子,才能更加体会到小

朋友掉进大水瓮的无助,感受到当时的情况紧急。 

在《守株待兔》中遇到了同样的难题,理解“耒”。我还

是通过看插图的方法,让学生形成具体的印象。首先让学生

看一看插图中农夫旁边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耒,它是具

体做什么的呢？看完图片再读读课下的第六个注释。接着得

出结论耒是古代用来耕田的一种农具。 后归纳出三个字带

有耒字旁的字“耕、耘、耙”,耒是农具,和农耕活动有关。

凡是含有这个部件的字,都与农耕有关。 

通过看图和读课下注释,孩子们对耒形成了具体的印

象,旨在引导学生了解字的来历,体会中华造字文化的一脉

相承。 

2 充分朗读,体会内涵 

“‘诵读’是语文课堂教学中 重要的教学形式,语文课

堂上应充满琅琅的读书声,尤其文言文教学更离不开‘诵

读’”。学习文言文,诵读是十分必要的。古人云“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在不断的诵读中我们才能够领会其中要旨,才能

养成一种阅读文言文的语感,甚至才会对它产生兴趣,从中

发现古代语言的美。但是处于三年级的小学生语言积累浅薄,

自主感受文本能力欠缺,更需要通过诵读培养语感。 

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第一步是读准字音,读出节奏。文言

文中有许多多音字、通假字、生僻字,教师在指导小学生朗读

文言文时,必须读准字音,以免让学生对句意的理解产生偏

差。在《守株待兔》当中,首次出现了一个多音字“为”。在

课文初读时,我首先为孩子做了范读,并做要求“你可以小声

地和老师一起读,发现有拿不准的字词,可以写上拼音。”这样

能够避免孩子形成错误的印象,并解释为在表示“原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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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读第四声。在语境中读准字音,帮助疏通文意。 

语文新课标指出：“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

验情感,展开想象,领悟诗文大意。”在《司马光》的教学中,

我特别注重对文言文的诵读,为培养学生文言文的语感,更

好的理解文言文内涵。由于三年级的学生第一次尝试古文的

诵读,因此我在范读过程当中,首先让学生试着边听边用间

隔号画出老师停顿的地方,读的过程当中把停顿时间适当的

加长,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每个停顿的节奏。画完之后,又分句

领读,学生跟读。在保证大多数学生可以按照正确的停顿读

课文后,再进行同桌互读,分组读。通过学生的互相评价,保

证学生能够通过停顿读出文言文的古韵。到了第二篇文言文

课文《守株待兔》时,我先让学生自己试着划节奏读一读,

把句子读明白。每一篇古文都有自身的音韵美,每一句古文

都有自身的节奏,先让学生自由读几遍,试着读出节奏来。通

过问题：哪些句子你们觉得比较难读？根据学生回答,相机

出示句子：1.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2.兔不可复得,

而身为宋国笑。 

接着进行范读长句子,引导学生不仅要停顿很到位,还

要加入感情,要“藕断丝连”的那种感觉,可以摇头摆尾地读

一读。 后要做到舒缓有节,抑扬顿挫,要是能把“冀复得兔”

读的更迫切一点就更好了。 

教师不讲解,不提问,只让学生端起课本朗读,读出停顿

节奏,读得自由自在。在充分诵读中,激发学生朗读文言文的

兴趣,引发学生对文言文积极的情感,引导学生把握诵读文

言文的抑扬顿挫,从中感受到文言文的内在意蕴。 

3 补白想象,内化积淀 

文言文言语言精炼,为学生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教师

要引导学生在理解品读中能够让学生自由想象,透过故事想

象情节,体会感情。以《守株待兔》为例。 

以“为什么 后农夫会被大家嘲笑呢？”引导学生补白,

想要不劳而获的人会被大家看不起。如果你遇到这位农夫,

你会和他说什么？你想规劝农夫要照看农田,做好本职工

作。带着你的理解再来读读。通过朗读,展现对于古文的内

涵感悟“不能因为偶然的幸运就产生懒惰的想法”。如果你

是农夫,此刻你没有等到兔子而且颗粒无收。你会怎么想？

通过几个问题的思考,加深对于古文内容的理解。 

此时学生在想像的基础上对文本有更深的体会,再次回

归文本自然能够完成单元学习目标“读寓言故事,明白其中

的道理”。朗读是将无声的文学艺术外化为有声的语言艺术,

而补白想象则是将有声的内化为无声的文化积淀。要给学生

朗读的时间和空间,更要注重让学生在读中补白想象,在读

中内化积淀,在读中提升语文素养。 

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

的人不断探讨着它,力求教学的完美。古代的人,学习上进,

以求功名,现今社会,文言文变成了我们与古代社会、古代文

人、古代文化接触的一个桥梁和纽带,是我们对传统文化、

中国语言文字继承的一个重要途径。让我们在文言文的实践

中可以多一份理论指导,多一个选择方向。文言文的教学是

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话题,学者和老师的探索会让我们的教

学走向一个新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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