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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及对策
裘

戴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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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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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地 区中小学的文言文教学
,

学生的厌学心理普遍
,

教学效率较低
。

为此
,

教学

应还文言文这一古老的文字以鲜活的生命
,

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

着

力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
,

即让学生有兴趣学并学会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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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 民族地 区教育虽然 主要采用
“

双语教

学
”

( 以汉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
,

同时开设一门

少数民族语文 ) 的教学模式
,

但学科教学仍按国

家统一的教学大纲施行
,

语文科中的文言文教学

无疑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
,

在推动人们继

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但

是
,

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对文言文的厌学

心理却比较普遍
。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
一是少

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从小生活的环境天然缺

乏学习汉语文的氛围 ; 二是文言文本身离我们年

代久远
,

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对此语言障

碍较大 ; 三是在现实生活中
,

除了考试
,

似乎实

用价值不大 ; 四是跟我们教学文言文的传统方法

有极大关系
。

结果
,

文言文教学常常是台上教师

兢兢业 业 的
“

讲
” 、

台下 学 生 昏 昏沉 沉 的
“

听
” ,

教学效率较低
。

那么怎样改变少数民族

地区的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低效的现状呢 ?建构主义

的知识观和学习观告诉我们
:
知识的客观性和主

观性是辨证统一的
,

每个学习者不应该只是等待

知识的传递
,

而应该基于 自己与客观世界相互作

用 的独特经验去建构自己的知识并赋予经验以及

意义
,

只有这样
,

才能培养学习能力
,

提高学 习

效率
。

为此
,

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文言文教学

中
,

我们应创建一种开放的
、

积极互动的学习氛

围
,

强调学 习的积极性
、

目标 的指引性与学习的

探究性
。

即让学生有兴趣学并学会学
。

一
、

没有生命就无法打动读者
,

要想让

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喜欢文言文
,

真

正读懂文言文
,

首要的是应还文言文这些古

老的文字以鲜活的生命

少数民族地 区的中小学学生缺乏对文言文的

社会人文背景的了解
,

教学中应努力让学生感受

到文言文这些古老的文字产生时的时代气息
,

还

文言文这些古老的文字以鲜活的生命
。

而时代背

景
、

作家经历等就是滋润这些古老文字的一湾春

水
、

沐浴这些古老文字的一缕春风
。

文言文和古

典诗词基本上都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经典文

学作品
,

它们或塑造 了一个又一个个性鲜明闻名

于世的典型人物形象
,

或淋漓尽致地传达 了抒情

主体自身复杂细腻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
,

总之
,

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一个
“

人
” ,

这个
“

人
”

今天

我们看来是古人
,

可昨天他们是一个个眨 巴着眼

睛喘气儿 的
、

有喜有乐敢哀敢怒的 活生 生 的
“

人
” 。

可为什么学生却常常感受不到呢? 为什么

学生对这些
“

人
”

的感觉总是平面的
、

干瘪的
、

飘忽游移
、

捉摸不定的呢? 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没有

让他的脚实实在在地踏在那个他的时代里
,

那个

可以具体到人时地的属于他的时代里
。

人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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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或没有强烈地意识到人应该是历史的人
,

是环境的人
,

甚至可 以说他只能是他 自己
。

因此

学生也就不能理解他们
。

少数民族地区的 中小学

文言文教学的任务便是要使这
“

人
”

立起来
,

通

过对作品背景
、

相关历史知识和作家经历等的介

绍
,

把人物还原到他本来的生活 中去
,

让
“

他
”

鲜活地站在学生的面前
,

让学生甚至能感受到他

热乎乎的鼻息和潮湿的嘴唇
。

二
、

激发兴趣
,

唤起少数民族地区的

中小学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热情

凯洛夫在 《教育学 》 中指出 : “

学习是学生

自觉地与积极地掌握知识的过程
,

没有学生 自身

的积极性
,

是不可能掌握知识的
。 ”

1
、

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明确学
令

习文言文的意义
。

应当把文言文当做一种文化
,

而不应 当仅仅当做一种语言来学
,

更不应该当做

达到某种功利目的 的手段
。

文言文是一种重要的

文化载体
,

它把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
。

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 下 《尚书 》 直

到清代文学
,

就可 以感受到这些文言典籍里蕴藏

着多么丰厚的文化内涵
。

让少数民族学生接受什

么 ?就是接受这种文化
。

可我们长期的文言文教学

严重走偏了
,

只停留在字义的层面上
,

而且通过

词语解释和语法特点等的标准化题型的反复操

练
,

使学生刚刚萌发 的一点兴趣给磨平了
,

使文

言文像洪水猛兽一样变得面 目可憎
。

其实文言文

全然不是那样
,

它里面包含着古人卓越的智慧和

博大精深的思想
。

我们所有发现的和没有发现的

智慧和思想
,

在 《论语》 中都可以找到
。

过去有

人说半部 《论语》 治天下
,

半部尚且如此
,

整部

便可以拯救世界 了
。

我国的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

明产生 了巨大影响
,

日本的企业家就曾拿 《孙 子

兵法》 来管理企业
。

我们阅读古代典籍
,

可以了

解到孔子
、

孟子
、

庄子
、

晏子
、

鬼谷子
、

诸葛亮

这样的大智
,

也 可 以了解到郑袖
、

吕后
、

武则

天
、

秦桧
、

魏忠贤这样的大奸
。

了解到古代生 活

的方方面面
,

从中看到我们现代生活的影子
,

为

我们了解现代社会提供一面镜子
。

只有明确了学

习的意义
,

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真切地

感受到学 习文言文的益处
,

才能激发起他们学习

的兴趣和热情
。

2
、

引导学生顺利进人所学课文的情境
,

使学

生置身其间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调动学生的学

习内驱力
。

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刚刚学习文

言文的时候
,

往往是好奇与惧怕心理相交融
:
为初

学一种全新的语言现象而好奇 ; 为对此知之甚少
,

又对大部分内容理解较难而恐惧
。

在教学时必须考

虑到学生的这种心情
,

激活他们的好奇心理
,

克服

他们的恐惧情绪
。

如学习 《孟子》
,

在理解其所提

出的使民加多的措施
: “

不违农时
,

谷不可胜食

也
。

数署不入湾池
,

鱼鳖不可胜食也
。

斧斤以时人

山林
,

材木不可胜用也
”

时
,

就当让学生自觉认识

到这种发展用今天的战略眼光来看
,

正是我们追求

的
“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

的可持续性发展 ; 孟子还

提出
“

谨库序之教
,

申之以孝佛之义
” ,

孟子不仅

重视发展生产 以
“

养民
” ,

更提倡施仁政以
“

教

民
” ,

而这就是今天提倡的
“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

手抓
” ,

联系现实生活
,

引导学生顺利进人所学课

文的情境
,

使学生置身其间
,

他们的学习就会兴趣

昂然
。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
,

要努力调动少数民族学

生的学习内驱力
。

邵瑞珍讲
: “

在学校里
.

教师的

赞许是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肯定
,

是对学生作出进一

步努力以赢得更好成绩或更佳成就的促进
,

能够满

足学生成就动机中的自我提高的需要
” 。

为此
,

教

师应广泛收集与课文有关的材料
,

丰富教学内容
,

同时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进步
,

那怕是一

点点的进步
.

都要多作表扬
,

积极引导学生不断获

得成功的学习经验
.

让这种经验使他们期望在随后

的学习中获得进一步的满足
。

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学

习文言文的积极性
。

3
、

调动经验
,

缩小距离
。

文言文
、

现代文一

脉相承
,

许多语词
、

语用
、

语义是相通相连的
,

少

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生在通过一定时间的现代汉语

文学习后
,

生活中已掌握大量耳熟能详的成语
、

名

句
,

学生积累的知识经验
、

已有的学习方法本身就

是其文言文学习的重要基础
。

这些与学生生活
、

学

习息息相关的经验因素一旦得到尊重并被充分调

动
,

文言文与少数民族学生 的距离感就会大大消

除
。

但长期以来我们却在肢解分析的过程中将学生

已有的经验排斥在学习过程之外
,

文言文教学过程

不顾学生实际
,

.

不顾课文难易深浅
,

一律被处理成

接受和理解他人的经验
,

一律被强化为外在知识和

认知的输入
,

所以文言文越发变得
“

面目可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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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不可及
。

基于上述认识
,

调动学生经验就显得尤

为重要
。

以 《出师表》 为例
,

有关三国的故事
、

人

物是深入人心的
,

让学生讲讲他们知道的民间故

事
,

说说影视戏剧中的人物形象
,

谈谈他们对人物

的看法
,

促使这些经验介人教学过程
,

远比照搬教

参讲深讲透的分析效果要好得多
,

学生在把握诸葛

亮的思想感情
、

理解诸葛亮提出的三个建议等方面

也会简单快捷得多
。

4
、

根据教材的不同特点
,

采取不同教法
。

相

对于内容
,

形式往往不为人重视
,

殊不知
,

教学形

式的选择使用
,

直接关系着教学效率的高低
。

文言

文的教学
,

教师往往会把它上成文言词句的落实

课
、

翻译课
、

串讲课
,

最好上但最平淡
。

一篇古

文
,

典型的字句总是那么多
。

似乎很少有变通的天

地
,

教学极易形成八股
,

形式单一
。

长此以往
,

势

必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

也不会有好的教学效

果
。

因此
,

要想让十几岁的少数民族学生对
“

之乎

者也
”

感兴趣
,

没有灵活应变的办法难以奏效
。

教师应本着让学生全面参与的原则
,

根据教材的

不同特点
,

采取不同教法 ; 如教 《 岳阳楼记》 让

学生在反复诵读中领略范仲淹
“

先天下之忧而

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的宏大抱负 ; 上 《 <论语 >

二章》
,

就采用辩证的形式
,

让学生对
“

知其不

可而为之
”

各抒己见 ;教《谭嗣同》
、

《与妻书 》
、

《指南

录后序》
、

《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
·

序 》等课文
,

则

触发学生与课文的感情共鸣
,

使他们认识到每当国

难当头之时
,

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总是挺身而出
,

为

保卫祖国
、

振兴中华而抛头颅
、

洒热血
,

竭尽一腔忠

诚 ;上 《阿房宫赋》则采取与《六国论》对比的方法
.

让学生在 比较中了解它们写法上
、

立意上 的不同 ;

学 《雁荡山》
,

让学生绘出雁荡山地形图以考查他们

对课文的认识能力
。

这样
, “

活
”

则生趣
, “

趣
”

则生

爱
。

三
、

学会学习文言文
。

培养少数民族学

生学会学习
,

就是要使学生掌握学习文言文

的方法
,

具有学习文言文的能力

1
、

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学会使用工具书
。

学会

使用工具书
,

尤其是学会使用 《古汉语常用字字

典》
,

就可以让学生借助工具书自己试读原文
,

在

预习新课时
,

’

学着参看注释
,

借助工具书
,

正确判

断字词的含义
,

尤其是一字多义
。

在此基础上
,

进

一步引导他们初步掌握圈
、

点
、

勾
、

画
、

注
、

评的

学习方法
。

对特别难理解的字
、

词或义项过多的

词
,

让他们讨论
、

鉴别
、

分析
、

比较
。

少数民族学

生通过工具书的使用
,

就能初步尝试着学习文言课

文
。

2
、

教给少数民族学生积累文言知识和学习文

言文的方法
。

达尔文说过
: “

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

于方法的知识
。 ”

教学文言文时
,

要求每位学生建

立
“

文言文知识库
” ,

有计划
、

有重点地进行整

理
,

把通假字
、

古今异义词
、

多义词
、

词类活用
、

特殊句式等分门别类的作摘记
,

让学生对所学知识

进行联系
、

归类
、

比较
。

如学习 《曹判论战》
,

课

文开头一句
: “

十年春
,

齐师伐我
,

公将战
” ,

学

习
“

伐
”

字
,

可以让学生联系
“

征
、

伐
、

侵
、

袭
”

等来理解这一组同义词相互间的差异
。

通过比

较归类
,

提高学生对文言字词的辨析能力
,

能达到

触类旁通的效果
。

在积累文言知识的同时
,

还要

教给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

如
: 学习推断文言词

义的三种方法
:
把握语境

,

结合文意理解词义 ; 根

据对文语句
,

推求相应词义 ; 分析句法结构
,

辨析

实词意义
。

另外
,

还要教给学生掌握文言文翻译的

具体方法
:
增

、

删
、

移
、

留
、

换
。

这样
,

学生在探

求知识的过程中就会逐渐掌握并积累学习文言文的

方法
。

3
、

采用研究性学习方式
,

大胆放手
,

让学生

自学
。

研究性学习要求教师不要把现成的结论告诉

学生
,

而应由学生 自己在教师指导下
,

自主地发现

问题
、

探究问题
、

获得结论
。

文言文教学应大胆鼓

励学生 自学
,

以疑激趣
。

例如
,

对于一篇没学过的

文言文
,

可以分五步来 自学
,

就是朗读
、

识辨
、

译

句
、

评析
、

摘记
。

同时教师也可以适当提供资料和

布置相关题目
,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

学生在自学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会碰到一些疑难问题
,

对此教师可

以先让学生 自己设法解决
,

并把这些问题记录下

来
,

组织同学们讨论
,

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

课堂

教学主要由学生来学
、

来讲
,

教师只是组织学生讨

论
。

学生人人动手
,

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

自己去归纳总结
,

不知不觉中
,

文言文的阅读能力

得到了提高
。

4
、

扩大文言文课外阅读范围
,

让学生体会到

文言文的丰富精彩
,

并实现从知识到能力的迁移
。

中小学文言文的阅读要求是能读懂浅易文言文
。

而

要达到这一 目标仅靠课内是远远不够的
。

将课内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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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见军
:

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及对策 14 3

伸到课外
,

使文言文深人到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

中
,

十分必要
。

课外阅读应注重阅读的多样化
,

扩

大学生的阅读视野
,

而不能唯考试是图
。

教师可选

择印发 《搜神记 》
、

《世说新语》
、

《梦溪笔

谈》
、

《笑林》 以及明清戏曲小说的浅易篇章给学

生
,

组织学生开展文言作品读书会
,

让学生切实感

受到文言作品的绚丽多姿
,

并实现从知识到能力的

迁移
。

总而言之
,

我们要正视少数民族地区 中小学

文言文教学的现状
,

积极寻求对策
,

还文言文这

些古老的文字以鲜活的生命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

着力培养少数民

族地区中小学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
,

努力促使

少数 民族地 区中小学文言文教学走出低效的怪

圈
,

努力达到教育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文

言文教学 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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