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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言文是中华几千年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文言文教学对于语言知识的积累、人格魅力的塑造以及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具有重要价值。小学文言文的实际教学，可以坚持以吟诵而贯之、以学段而定

标、以主题而设法、以题材而辟径等四种策略，真正意义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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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rit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ousands of years splendid Chinese cul-
tures, and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language know-
ledge, the shaping of personality charm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primary schools, we can stick to the four 
strategies: reciting in the teachings of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objectives are set accor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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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learning sections; choos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opics; teaching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ubject themes, so as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a 
real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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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纲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重要基础[1]。在此指导思想下，部编小学语文教材加强对传统文化内容的编排。而文言文无论是

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子，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材料。因此，

小学阶段的文言文便由人教版的 4 篇增加到 16 篇，由以前只在第三学段编排拓展到二、三学段。 

2. 部编版小学文言文的价值底蕴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文字凝练、论述精辟、节奏鲜明，有着丰富的思想和言语智

慧。根据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的解说，文言就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

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2]。而通过这种文言的学习，学生可以积累语言知识、塑造人格魅力

并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1. 有利于积累语言知识 

从文字意义上来看，通过小学阶段文言文的学习，学生可积累并掌握一些基本的文言字词知识，如

古今异义、一字(词)多义、一义多字(词)、通假字、词类活用、文言句式等，为初高中阶段的文言文学习

打下基础。如学习三年级下册《守株待兔》中“兔走触株，折颈而死”时，学生知道“走”的金文字形，

即上半部分是挥舞双臂的“人”形，下半部分是一个大脚趾，就像一个挥动双臂、用力奔跑的人，所以

古代“走”就是“跑”的意思；从文学意义上看，小学阶段的文言文文学体裁多样，如寓言故事、神话

故事、历史人物故事、事理类故事等，都用美好的文学语言传递深刻的道理，呈现出美好的文学意味；

同时文学表达技巧丰富，寥寥数语就可将一个事情说清楚，如《王戎不取道旁李》中“看道边李树多子

折枝”就将李子密密麻麻的特点写得明明白白，学生通过想象可以体会这种简洁文字背后的留白艺术。 

2.2. 有利于塑造人格魅力 

小学阶段的文言文大多都是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以及优秀的人格特点，这对塑

造学生的人格魅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司马光》、《杨氏之子》中聪慧机巧的正面形象；《囊

萤夜读》中车胤家贫志坚、勤奋学习的优良品质；《学弈》中专心致志、乐于探究的求学态度；《铁杵

成针》中李白持之以恒的为人品格……因此，通过小学阶段文言文的学习，学生可以树立正确的道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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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则，养成求学道路上的必备品质，并塑造自身人格魅力。 

2.3. 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学习文言文对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传承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朱自清先生曾指出：

“经典的训练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3]而王崧舟老师进一步在《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中说：“文

言是中华民族经典思想、经典文化最优雅、最适切的寓所。五千年的文明血脉，四千九百年横亘在文言

文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文言文才是中国人的文明之根、精神之根、文化之根。”透过小学文言文，我们

可以看到其背后蕴藏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并感受其厚重的文化气息。《伯牙鼓琴》中的知音文化；《学

弈》、《古人谈读书》中的读书文化；《书戴嵩画牛》中的题跋文化；《精卫填海》中坚持不懈的文化；

《王戎不取道旁李》中“非礼不取”的儒家文化；节日当中风俗礼仪文化……因此，教师应该在教学过

程中重视文言文教学，主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3. 部编小学文言文的特点 

文言文遣词造句凝练、简洁、概括、形象，具有音韵美和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其蕴含的内容、

情感、文化等思想精髓为丰富学生的知识和思维搭建了平台。与此同时，文言文与学生的生活环境、社

会环境、语言环境相差甚远，表达形式新颖、节奏难断、意思深奥，涉及生僻字、多音字、通假字、句

式倒装等，对学生的学习要求极高。 
通过对小学阶段的文言文进行整理，可得如下表 1 内容：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of writ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primary schools is based on the Chinese textbooks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表 1. 部编版小学文言文基本信息表 

序号 篇目内容 年级 篇目 字数 单元主题 题材 

1 《司马光》 三上 八单元第 24 课 30 美好的品质，犹如温暖的阳光， 
带给我们希望和力量 故事 

2 《守株待兔》 三下 二单元第 5 课 40 寓言是生活的一面镜子 故事 

3 《精卫填海》 四上 四单元第 13 课 35 神话，永久的魅力， 
人类童年时代飞腾的幻想 传说 

4 《王戎不取道旁李》 四上 八单元第 25 课 49 时光如川浪淘沙，青史留名多俊杰 故事 

5 《囊萤夜读》、 
《铁杵成针》 四下 六单元第 18 课 33/45 深深浅浅的脚印，写满成长的故事 故事 

6 《古人谈读书》 
一、二 五上 八单元第 25 课 33/65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宋]苏轼 
/ 

7 《杨氏之子》 五下 八单元第 21 课 55 风趣和幽默是智慧的闪现 故事 

8 《自相矛盾》 五下 六单元第 15 课 71 思维的花火跨越时空， 
照亮昨天、今天和明天 故事 

9 《伯牙鼓琴》、 
《书戴嵩画牛》 六上 七单元第 21 课 83/93 一首歌，一幅画，一件小工艺品…… 

一段美好的艺术之旅 故事/题跋 

10 《学弈》、 
《两小儿辩日》 六下 五单元第 14 课 70/110 科学发现的机遇， 

总是等着好奇而又爱思考的人 故事 

 
从上表可以看到，小学阶段文言文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篇目上看，小学阶段一共编排了从《司

马光》到《两小儿辩日》的 14 篇文言文，其中三年级 2 篇，四、五、六年级各 4 篇；第二，从篇幅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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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小精悍、文质兼美，选文最少字数是 30 字，即三年级上册的《司马光》，最多字数是 119 字，即六年

级下册的《两小儿辩日》，难度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同时，文言文中长句较少，四五个字居多。第三，

从内容主题上看，浅显易懂、主题丰富，有生活哲理、爱国责任、勤奋精神、美好品质、言语智慧、思

维发展、读书方法、艺术之旅、科学发现等；第四，从题材来看，多样且丰富，涉及寓言故事、神话传

说、历史故事、成语故事等。 

4. 部编版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策略探究 

余映潮老师说过：“文言诗文是中小学语文中难度最大的教学内容，需要教师有比较专业的水平与

能力素养。”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可从以下四个层面尝试文言文的教学：以吟诵而贯之，以学段而定标，

以主题而设法，以题材而辟径。 

4.1. 以吟诵而贯之 

吟诵是一种近乎于唱的读书方法，可以让人在读书时呈现一种“摇头晃脑”的状态[4]。《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和 14 篇文言文的课后习题都谈到要正确、流利地朗读文言文，通过诵读来领

悟内容大意和情感。同时，儿童对音韵和节奏的感受优于成人，他们诵读语言凝练、抑扬顿挫的文言文

或许就像唱童谣一般。因此，吟诵不失于一个好方法，整个小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都应当将吟诵贯彻

到底。 
而吟诵有三个阶段，首先是读准字音，其次是读通句子，再者是读懂内容、读出感情。因此教学时，

学生首先要借助注释或者工具书等读准字音；在此基础上教师教给学生基本的吟诵技巧，比如：句号的

停顿比逗号更长；由于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所以词语之间有时候根据意思也要停顿……[5]因此根据以

上诵读技巧，学生便可对《司马光》一文进行初步断句：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

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接下来便可采取多种形式的读，如可按照此步骤进行：自由朗

读、指名读、教师示范朗读、学生尝试再读、全班有节奏地读、竖排文字从右到左地读、去掉标点符号

读等等，以此加强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借助注释、联系上下文、

查找资料、扩充词语等方式，便可以把握文言文的内容和情感，进而可以注意吟诵的语调和语速，如在

“足/跌没水中”、“光/持石击瓮/破/之”时语速要稍快，读出孩子落入水中的惊险以及司马光砸瓮时的

迅速、机智。在此基础上，教师便可播放背景音乐或出示相关故事视频，让学生在吟诵中进一步品味情

感。 

4.2. 以学段而定标 

小学阶段分为三个学段，每个学段学生的能力都不同，因此教师要根据不同的学段设置教学目标，

使之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比如，14 篇文言文课后习题都有“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字词、句子的意思”的要求，但是对于怎么说

的要求不同。小学中段，教师要引导学生借助注释、借助阅读链接、组词语等方式理解句子意思，激发

他们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兴趣。比如部编版四年级下册《囊萤夜读》和《铁杵成针》的课后习题部分第一

次明确谈及用上 “组词语”的方式，让学生理解关键字词、关键句子的意思。而小学高段，学生在此基

础上，还需要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结合课后资料袋和课外资料等方式来理解课文大意。比如部

编版六年级上册《伯牙鼓琴》课后资料袋直接呈现了伯牙和钟子期之间的知音传说和相关古诗，并在习

题部分要求学生要结合资料袋进一步和同学交流伯牙“破琴绝弦”的意思和感受。同时几乎每篇文言文

都附有直观形象、贴近儿童生活的插图，这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利于对文章内容的观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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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三年级上册《司马光》中提到“一儿登瓮”，学生借助注释知道“瓮”指的是口小肚大的陶器，但

“瓮”对于孩子们来说并不常见，因此借助文章插图，便可以快速记住它的样子。除此之外，学生仔细

观察插图中水流出的样子，也能快速理解“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中“迸”的含义。因此教师要从学

段实际出发，设置合理的教学目标。 

4.3. 以主题而设法 

部编教材中选入的文言文主题内容丰富多样，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以下四类：有处世智慧方面的，如

机智勇敢的司马光、聪慧机敏的杨氏之子、善于思考的王戎等；有为人品质方面的，如坚持不懈而携石

填海的精卫、不劳而获的反面人物宋国“有耕者”等；有学习品格方面的，如《学弈》告知我们学习要

专心致志，《囊萤夜读》、《铁杵成针》提醒我们学习要勤奋刻苦、持之以恒；还有知音方面的，即伯

牙和钟子期那高山流水般的坚贞友谊……主题不同，其对应的教学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区别，涉及

到展开想象、讲述故事等方法。 
比如处世智慧的文言文，可以让孩子们通过展开想象的方法进行学习。在教学《司马光》的时候，

就可以让孩子们想象“群儿戏于庭”的玩耍场景；“足跌没水中”时，小朋友被水淹没的惊险场景；“众

皆弃去”时，孩子们惊恐万分的神情，这和下文“光持石击瓮破之”时的冷静沉着形成对比，学生便可

以进一步领会司马光身上聪明机智、爱护伙伴的美好品质。在教学《王戎不取道旁李》时，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对于“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这句话进行想象，“孩子们，想象一下到底是一棵怎样的李子树才会

把树枝都压弯呢？”在想象的基础上，学生对于王戎和其余孩子面对果实累累的李子树的不同表现便不

足为奇了。 

4.4. 以题材而辟径 

小学阶段的文言文多以故事为主，包括寓言故事、神话故事、成语故事等，因此对于这类文言文可

以运用讲述故事的方法。讲述故事的过程是知识与能力的相互转化，是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相互渗透，是

对语言知识的活化运用。而在这个过程中，词语的选择、句子的组织、复述的条例以及逻辑的推理，都

是思维能力的表现。 
在一堂课中，讲述故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随意讲，即在正式进行文言文学习前，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历，大概讲出某些故事的内容。比如在课堂导入时，教师便可询问孩子们

是否知道司马光救人的故事，部分孩子可能知晓，能说出故事的大致意思，但是有孩子也许会说是砸“缸”

救人(实际上砸的是瓮不是缸)，也有孩子也许会说救了几个人(实际上救的是一个人)。这个时候教师可以

不做过多评价，而引导孩子们走进课文一探究竟。其次是讲清楚，即学生通过注释和插图等方法可以理

解字词、句子的意思，不会犯知识性错误，如知道司马光砸的是瓮不是缸。但是这一步实施下来就是机

械的文本对译，讲述的故事便会枯燥无味。最后是讲生动，即在不偏离文言文内容的基础上，学生借助

关键词进行想象，将留白处都给补充出来。比如在充分把握内容和了解司马光形象后，学生可能会这样

讲解司马光救人的故事：有一天，司马光和好朋友们在院子里放风筝、捉迷藏，玩得十分开心。突然，

一个小朋友爬到瓮上玩耍，结果踩滑后一不小心掉进了水中，他非常恐慌，双手不停摆动，大声呼救。

在这个危急时刻，其余小朋友吓坏后哭着跑开了，只有司马光灵机一动，搬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瓮。

顿时瓮就裂开了，里面的水像猛兽一样喷出来，那个小朋友得救了，他紧紧地握住司马光的手，感谢他

救了自己的命。通过讲述故事，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会愈加浓厚，也会更加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总之，对于部编版小学文言文的教学可以依据以上策略进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实际运用中并不

是将每种策略割裂开，而应该根据不同年段、不同主题、不同题材的文言文进行优化选择，最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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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学生积累语言知识、塑造人格魅力并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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