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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文言文教学“活”起来
沈振华

文言文是一条从古代流淌到现代的文化

长河，它滋养过古人，也影响了今人，塑造了炎

黄子孙爱国、奉献、宽厚的品质。而在现代课

堂，文言文教学常简化为背诵翻译。在学生看

来，学文言文几乎等同于学外语，不需要理解，

更不需要投入感情。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学生

可以基本掌握背诵翻译，但完全不懂课文的内

涵，如果考试换一篇全新的文言文，得分不到

一半。考试得分低直接导致学生畏惧文言文，

课堂缺乏活力，长此以往，恶性循环。
如何提高文言文教学效果，笔者认为，要

真正让文言文教学“活”起来。
一、以人之常情激发学生情感

1. 让古人走下神坛

在很多学生印象中，文言文中的古人是

“神”，和“凡”人没有相通之处。其实，古人

也是 普 通 人，他 们 的 人 生 有 起 伏，思 想 曾

挣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我们

发现孔子用“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营造

轻松的气氛，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学生，更没有

把自己“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强

加给他们。《报任安书》中，我们发现司马迁告

诉仁安，他含垢忍辱活着的原因之一是“身直

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他没

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解释不能答应“推贤进

士”请求的原因，而是坦诚自己的实际处境和

著书追求。
在这些文章中，古人不再是贴上标签的完

人，他们不高高在上，也曾走过弯路，他们是美

好但不是完美的。如果教师只是把现成的结

论塞给学生，那么学生无法理解古人，更无法

以此指引自己的人生之路。

2. 从古人角度思考

古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做出了后人认为

的正确选择，这恐怕是很多学生的疑惑。笔者

一直强调，其实古人和我们一样，面临人生的

选择，也曾犹豫过。
最典型的就是《渔父》，屈原“行吟泽畔”

时，遇到了渔父，笔者告诉学生渔父是屈原内

心的另一种声音，渔父选择“与世推移”，反映

屈原曾经想和渔父一样成为普通百姓，但根据

文中“身之察察”的品德自述、联系他与楚王同

姓的出身，就明白了他无法独善其身。《陈情

表》，很多人认为李密不愿意侍奉晋武帝才找

了“正当”的理由，其实李密对祖母的“孝”是

真，对晋武帝的“忠”不假，文中“生当结草，死

当陨首”，以一腔赤诚表明他的“忠孝”，我们的

重点不该是怀疑他的初衷，而是进入文本体会

他面临选择的痛苦。
古人并非迂腐不堪，“忠孝”也不是时代和

身份给他们的枷锁，他们做的选择是从心的。
我们要带着学生深入文本，在文字间感受他们

的情感，认同他们的选择。
二、以通俗语言帮助学生理解

1. 文言文翻译直译为主

大家知道文言文翻译追求信、达、雅，我们

更强调“信”和“达”，“信”表现在忠于原文，一

一对应，字字落实。“达”体现在符合现代汉语

表达，文从字顺，语言规范。有的学生死记硬

背翻译，并不理解字词; 有的学生并非不懂意

思，但翻译时随心所欲。我们先引导学生在无

凭借的情况下阅读全文，关注句子的上下句，

针对翻译句子，有把握情况下以词或词组为单

位翻译，无把握可以字字落实，翻译时尽量用

组词法和推断法，按照现代汉语表达删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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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最后通读全句翻译，思考是否有不合常理

不合逻辑的地方。
比如《礼运》中的“是故谋闭而不兴”，《新

课标 72 篇古诗文全解一本通》给的翻译是: 因

此奸邪之谋不会产生。没有落实“闭”的意思，

笔者建议学生改成: 因此奸邪之谋杜绝了，便

不会产生。
直译尊重原文，更能体现学生字词掌握和

文章理解情况，考试中文言文翻译按点给分，

就是倡导直译。当然，直译不是“死译”，有时

纯直译不能准确表达原文意思可以辅以意译，

比如《滑稽列传》中，“韩魏翼卫其后”的“翼

卫”如果翻译为“像鸟张开翅膀一样保卫”不合

适，译为“护卫”即可。
2. 教师语言通俗易懂

教师经常抱怨学生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一

代不如一代”，这是事实，就要以此为起点找到

适合现在学生的教学方法。我们知道，文言与

现代汉语不同，“在名副其实的文言跟现代口

语之间已有很大的距离”。这表明文言文与我

们现在的表达差别较大。在网络环境中成长

的学生，他们接触的语言更是通俗的甚至不规

范的。如果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方式无法让他

们接受和理解，那结果必然事倍功半。比如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引赵使者蔺相如”的

“引”一般解释为“引见”，学生不理解，所以我

们可以让学生写“延请”，但让他们明白这是

“邀请”的意思。
三、以无疑之疑提升学生思维

这里的“无疑”有两种意思，一是不善于提

问的学生，二是不该有疑问却提问的问题。
1． 激发不善提问学生的问题意识

为什么语文课上提问的学生不多，原因大

致有三: 认为文言文不必求甚解，不知如何用

语言表达自己的疑问，对文言文问题缺乏探索

意识。
第一种情况，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文

言文虽是用文言表达的，但也是我们古人文化

的结晶，“现代的青年若是还有学习文言文的

需要，或许是因为有时候要阅读文言的书稿;

或是为了理解过去的历史，或是为了欣赏过去

的文学”。
第二种情况，笔者认为是普遍问题，学生

没有能力把疑问转换成语言时，往往废话一

堆，仍然辞不达意。这时候，就需要教师发挥

导师的作用，课前充分备学生，课上捕捉学生

表达中的有用信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学生的

问题。比如学习《登泰山记》时，学生总有疑

问: 姚鼐的登山和一般游记中的登山有不同，

但说不清。笔者就此设置了三个问题: 一般的

登山游记文章，涉及哪些方面; 文章落实了常

规的登山游记文章的哪些方面，为什么; 哪些

方面一般登山游记文章应该落实而作者没有

落实，为什么。所有问题都引向文章主旨。
第三种情况，也是常见的，学生认为每个

人之间语文成绩相差不大，没必要多问为什

么。或者自我感觉良好，把被动接受的现成结

论当成自己的理解，可是几个问题一提，就发

现学生其实根本没懂。
怎么提高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呢? 笔者认

为教师此时应该站在学生角度，抛开参考资料

里的现成结论，和学生同步阅读，自然而然产

生一些问题，反过来再向学生求教，让学生知

道教师和他们心有灵犀，教师也希望从他们那

里得到更多的答案。比如学习《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华侍坐》，学生根据孔子和四个弟子的

问答，思考弟子各自的志向、优点、不足。教师

和学生根植文本，畅所欲言，答案丰富多彩，言

之成理。笔者做过实验，经过一至两个月的努

力，师生之间形成默契，大家的问题都指向同

一处，而这一处正是教学的重难点，是语文素

养提升的关键点。
2. 解答不该有疑却生疑的问题

不该有疑的标准是教师衡量学生水平后，

确定学生应该掌握而实际上并没有掌握的内

容。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有三: 学生听课不认

真，学生水平不够，教师讲解不到位。不管哪

种原因，都需要教师关注学生情况，调整教学



教 法

64
2021·7

策略。
就中等难度的文言文而言，学生能读懂

60% 的内容就已经合格，在考场上，读不懂的

不影响做题的可以跳过。但对于提高文言文

阅读水平而言，需要读懂 80% 的内容。这除了

要掌握一定量的文言词汇，还需要有一定的推

断能力，根据上下文和这句话中能理解的部

分，猜测其他部分的意思。如果相邻两个字组

成一个词，这两个字的意思可能相似或相反。
教师可以在学生读完全文后，让一个学生用自

己的语言概括每一自然段的意思，其他同学补

充纠正。据此，教师可以知道学生的文言文水

平，从而使教学更有针对性。
四、处理好三组关系

文言文教学中，我们还要强调处理好三组

关系: 文言文教学与写作教学的关系; 文言文

教学与学生思想的关系; 文言文教学与时代的

关系。
1. 文言文教学与写作教学关系

如何充分发挥文言课文的价值，既能加强

对课文的理解，又能提高作文水平呢? 笔者认

为随文写作不失为一种尝试。笔者根据文章

特色和教学目标确定一个写作话题，让学生联

系文中词句写整篇文章或作文片段。比如《劝

学》布置这样的作文题: 关于学习的意义、作用

或方法态度，你也有自己的理解，请模仿《劝

学》写一段说理的文字。要求第一句或最后一

句是本段观点句，中间可以举生活中常见的事

例论证。《劝学》写作除了巩固课文教学，还是

高中阶段议论文教学的需要，初入高一的学生

还没有接触议论文，笔者通过随文写作，慢慢

渗透议论文写作意识，在议论文的中间段包括

观点、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而《登泰山记》中

布置 500 字小随笔: 姚鼐登泰山为什么不循常

规路线? 课上通过师生讨论，学生已经有了答

案，课后布置练笔，目的在于锻炼学生有理有

据地阐释观点的能力。
文言文教学可以和记叙文、散文和议论文

教学找到相通之处，利用文言文资源，不仅可

以增加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还可以增加议

论文写作素材，提高他们的议论文写作能力。
当然，随文写作如何与议论文写作序列联

系到一起，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提

纲和段落写作教学可以同时进行。《六国论》
这类文章可以练习写议论文提纲，《劝学》《师

说》适合练习段落写作。
2. 文言文教学与学生思想的关系

文言文有教育功能，这是公认的，但文言

文中的积极思想如何真正起作用。教学《〈指

南录〉后序》时，笔者问学生: 为什么文天祥要

详细讲述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 笔者引导学

生思考这些文字背后远不是语言所能表述的

危险痛苦经历，是文天祥九死不悔的爱国精

神。如果没有教师启发，学生看到的可能只是

烦琐枯燥的讲述，心中没有丝毫波澜。当教师

找到一个切入口带他们体会这看似波澜不惊

的文字背后实则是惊心动魄的经历，又是什么

力量让文天祥不畏艰险回到宋朝。不仅如此，

笔者每篇文言文都范读，动情处甚至热泪盈

眶，用真情把学生带入文本。我们只有充分挖

掘文言文中的思想教育功能，才能落实语文核

心素养中“文化传承与理解”的任务，“体会中

华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增强文化

自信，理解、认同、热爱中华文化，继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
我们批判地继承文言文中古人的思想，这

是必须的。但我们也应该清楚任何人、事都有

时代局限性，要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评价文言文

中的思想。比如贾谊《过秦论》论点句“仁义不

施而攻权守之势异也。”中的“仁义”是统治者

立场，韩愈《师说》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轻视巫

医乐师百工。这些与作者自身阶级有关，我们

要继承文言文中积极部分。
我们要充分利用教材中典范文言文的价

值，打通阅读与写作，帮助学生思想成长。要

让学生乐学、爱学、会学文言文，让文言文课堂

活力四射，让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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