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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语文新课标要求课堂教学要以提升学生素

质为基本方向与 任 务， 将 全 面 提 升 学 生 的 语 文 核 心 素 养 置

于 教 学 改 革 的 首 位。 因 此，在 高 中 文 言 文 课 堂 教 学 过 程 中，
语 文 教 师 应 该 从 朗 读、提问、品味、引导学生理解等方面，加

强文言文高效课堂的建设，进而推动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和谐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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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高中文言文教学的要求之一。 高

中语文教师可以通过文言文教学有效地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从而实现学生语言建构、思维发展、审美鉴赏以及文化传承四

大核心素养有效养成。
一、熟读成诵，优化学生语言建构与应用能力

古代文人墨客在创作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对语言的锤炼

与推敲，基于此，高中生在学习文言文精练、简洁的语言时，能

够培养其语言素养， 所以高中生在学习文言文的时候应该注

重诵读法的使用。首先，诵读时要保障字音与情感等方面的正

确性，并且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对高中生的语感进行培养。其

次， 要针对现阶段文言文使用的外部环境， 有效增强诵读成

效。 例如，文言文《陈情表》，此文章表明了祖母对陈密进行抚

养的大恩，也体现了他对祖母进行报答的大义，真实地流露出

其情感。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中，学生很难在语言的描述中感

受到李密的真情。但是经过多次具备感情的诵读，就可以让学

生的心更加贴近作者的情感流露。如对于“天苍苍，野茫茫，风

吹草低见牛羊”此类优美语言，也无须语文教师进行景象的描

述，只需要经过反复的诵读，学生便能够想象到辽阔的草原，
进而使学生在诵读中进行自身想象的关联， 构建属于他们的

语言，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对语言进行应用。
二、有效提问，促进学生思维的有效发展与提升

高中文言文教学应在精练与简洁的语言中对“微言大义”
进行追求，并经过有效的提问锻炼学生的语文思维，培养学生

的语文素养。 首先，提问应该贯穿在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中，
教师应该善于提问，防止出现不停问的情况，进而实现相应的

教学成效。 其次，具备专业内涵的问题拥有十分明确的目标，
教师的提问应根据一个中心点进行， 要具备一定的针对性与

启发性。例如，在教学《离骚》时，学生应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

找出其中让学生感动的语句，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

犹未悔”，之后教师再提出具备冲击力的问题：你认为屈原以

死进行抗争是否值得？ 提出此问题后， 学生会展开激烈的探

讨，并且踊跃发言，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思维。
三、品味语言，培养学生的创造和审美鉴赏能力

审美教育能够推动学生知、情、意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

应该善于发现美与创造美，重视学生的情感融入，让学生接受

美的熏陶， 继而全面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认知以及创造能

力。 高中语文文言文篇目全是名篇，无论是在行文立意上，还

是在语言表达上，文学艺术的水平都已达到了比较高的层次。

所以对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行培养应该从语言品味方面下手，
把语言当作桥梁，仔细地品味，感悟作者的丰富情感，感受作

者的志趣， 培养学生的审美认知， 让他们形成较为高雅的情

趣，最终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如在《归去来兮辞》教学过程

中，语文教师可以让学生对自己喜欢的词句展开交流与讨论，
并且对其理由进行说明，某些学生可能喜爱“三径就荒，松菊

犹存”，这主要是因为学生认为在初冬的时候，大部分植物已

经凋落，但是菊花和松树却正是生长时，松树代表着挺直，表

明了诗人刚正不阿的态度，而菊花，在严寒中得以绽放，代表

着诗人的隐忍。学生在对语言进行品味的基础上，一方面加深

了对作者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对文章内容有更加深

入的理解。
四、理清文道，提升学生的理解与文化传承成效

对文化进行传承的载体主要是语言文字，与此同时，其也

是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就形式方面而言，文言文主要是优秀

的传统文化，语言形式便是书面语言形成的最初形式。高中文

言文都是通过长时间筛选的经典篇目，无论是语法，还是文字

表达，都展现着我国的优秀文化与情感。 就内容方面而言，文

言文包含着我国优秀文化的精髓。其选材的时间跨度比较大，

题材较为丰富，彰显了我国优秀文化的源远流长。文章语言中

也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精神， 并且这样的精神是中华民族

经过长时间的艰辛，最终产生的历史积淀，其闪耀着我国古代

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光辉， 是对我国古老民族的精神与情感进

行积累，可见，理清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文道，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理解能力，继而增强文化传承成效。

总而言之，要想有效培养高中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就应该

深度优化文言文的课堂教学， 这也是现阶段基础教育变革的

趋势与要求。因此，语文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统筹规

划，对三维目标进行整合，并且对课堂教学过程全面掌握，加

强其教学成效，营造一个高效的高中文言文课堂，进而提高学

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推动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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