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古文作为语文教学中的重点、难点，虽然篇幅

内容短小精湛，但是不容易理解。小古文是跨越千年

的文化经典，一方面历史悠久，与当前现代语言存在

较大的出入，学生学习起来较为吃力；另一方面，学

生思维尚未成熟，对古文的内容难以理解，心理会产

生畏难情绪，难以对小古文提起兴趣。这就需要小学

语文教师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学手段改变现状，采用

群文阅读这一教学手段，构建一个开放性、多元性、

互动性、趣味性的语文课堂，学生不断积累丰富的词汇、

语言，对小古文内容能够深入理解，自我揣摩，加强

阅读理解能力，掌握古文的方法与技巧，提高学习能力。

一、 小古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价值

( 一 ) 提升学生的语言感悟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一时代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和

谐、文明、幸福感较强的现代，日常表达方式比较口

语化、生活化。小古文是跨越数年的一种时代的表达

方式，很多词语的意思难以理解，也可以理解为是现

代语言表达的浓缩版，一个字暗藏着深刻的含义。从

语文教材中不难发现，小古文的主要特点就是短小精

湛、语言凝练、注重声律，每一句都讲究抑扬顿挫、

此起彼伏，故事情节突出，具有强烈的情感，有节奏、

有韵律、有情怀。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在诵读

小古文时，能够感受到明快的韵律，逐渐积累、提升

语感，体会文中意境和情感。

( 二 ) 使学生习得有效的学习方法

虽然小古文中有很多字词难以理解，但都有相关

注释，需要教师给予学生正确引导和启发，通过参考

注释把字词转换成现代语言，用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来

表述其中的意思。在语文教材中，经常会见到课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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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的语言文字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形式、体裁、结构、语义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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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出现“联系上下文，猜一猜加点字的意思”，这也

是小古文的典型题型，通过有依据的猜测，可以加强

学生对小古文的理解力。在小古文教学中，教师应当

设立明确的教学目标，让学生能够习得有效的古文学

习方法，如根据相关注释理解文本意思，结合现代语

言进行猜测，体会语境、寻找语感，揣摩作者的情感，

了解写作背景、人物背景等，挖掘文本的内涵，帮助

学生更好地学习小古文。同时，习得的方法可以为以

后的古文学习服务。

( 三 ) 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
学生的思维是需要通过接触不同的事物、引导和

启发、语言的建构等，在语言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小学统编版语文教材中的小古文，从字、词、句等各

方面千锤百炼，语言简洁、具体、形象、概括，蕴藏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崇高的精神等，为学生的思维构

建提供了更多途径，提供了有效保障。对小古文的字

词诵读、理解、记忆、应用等一系列操作，也是思维

的一种培养，通过延伸解读、分析、类比、创新等，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批判思维

能力等，形成良好的品质，促进学生思维的全面发展。

( 四 ) 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语文学科中的知识包罗万象，蕴藏着丰厚的文化

底蕴，对文学的鉴赏存在一定的美学元素，能够培养

学生的审美能力。从《司马光》中感受人物的美好品质，

到《精卫填海》中感受神话中神奇的想象和鲜明的人

物形象，《囊萤夜读》《铁杵成针》中的深刻道理，《古

人谈读书》中的至理名言，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

对少年的期盼、深切的家国情怀，《伯牙鼓琴》中感受

钟子期与俞伯牙的高山流水遇知音，苏轼《书戴嵩画

牛》中的艺术之美。放眼望去，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小

古文能开阔学生的视野，修辞上运用双声、排偶、回文、

叠韵等写作手法，在诵读中感受文学之美，从而达到

语文育人的教学目标。

( 五 )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的根和魂，孕育着中华

人民敢于追求、自主创新、实现梦想的奋斗精神，体

现了中国精神、中国特色，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

小古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启蒙教育的最

佳之选，是小学阶段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让学生充

分感受小古文中的美妙和韵味，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社会观。

但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学习文言文有一定的难度，

词语语法晦涩难懂，古今异义分辨不明，不能完整连

贯地解释文章的含义，这些都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

遇到的难点。为了帮助学生攻克这些重点难点，轻松

掌握文言文，需要教师整合教学资源，在教学中体现

独有的特点。

二、 小学语文小古文群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 一 ) 传授方法，提高技能

古文与现代文之间隔着千年文化，有着巨大的差

异性，很多学生对古文的行文方式较为生疏，接受古

文知识较为吃力，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

教师在教学期间采用正确的教学方式，教会学生正确

的古文阅读方法，带领学生走进古文之中，领略古文

的魅力，在众多古文作品中逐步解决文字障碍，梳理

思路，提高学生对古文的理解能力和认知水平。群文

阅读能够帮助学生对古文的整体结构、故事情节等各

方面进行归类，把控整个古文的角度，建立古文学习

的知识框架，启迪学生的智慧，帮助学生化解难题，

有效提升语文课堂教学的整体效率。

例如，进入三年级后接触的第一篇小古文就是《司

马光》，对学生来说较为陌生，从整体来看，古文与现

代文形成鲜明对比，文章短小，整篇下来只有 30 个字，

简短的两句话就充分体现了故事的情节。教师可以安

排学生朗读课文，通过朗读发现很多学生对语句的停

顿把握得不够准确，尤其是读到“光持石击瓮破之”

这句时，问题突出。有问题的地方，教师需要重视并

及时指正。朗读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采用不同的方式，

自读、听读（教师做示范，听教师的语气、停顿）、跟

读（可以用古风的方式来读，把手背后，摇头跟随节奏，

读出停顿感）、试读。多样的朗读方式，不仅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还帮助学生减少了理解障碍和学习顾

虑，从而有效投入小古文的学习之中。另外，教师可

以让学生借助书中的插图，理解古文的含义，如“破”

是“打开，打破”的意思；“之”指代前文中出现的“瓮”，

可以理解为“水缸”。借助注释理解“群儿戏于庭”的

意思。一步步推理，帮助学生梳理思路，降低学习难

度，对小古文的内容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在小学语

文古文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古文中的故事情节收集

相关的趣味插图，绘制精美插画，图文结合，激发学

生的阅读兴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文的意思，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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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学习小古文，克服学生对小古文的恐惧心理，提高

学生对小古文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在学习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中华文明这条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 二 ) 对比阅读，活跃思维
以往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基本上都是单篇讲授的

形式，即便采用群文阅读教学，也主要以讲解为主，

学生的思维受到一定的局限，缺乏自主思考的时间和

空间，对小古文的理解只停留在浅层。在小古文群文

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主进行小古文阅读，

边读边思，并对多篇古文进行对比阅读，寻找古文之

间的不同点和共同点，鼓励学生之间相互交流、沟通，

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对小古文能够自主深入解读，

全面掌握文本，加强学生的理解力以及举一反三的能

力。除此之外，小学语文教师应当从学生的性格特点、

兴趣爱好、思想认识、认知发展等多方面来进行创设，

以对比阅读为核心，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地对学生进行提问，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提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例如，在教学《精卫填海》这篇小古文时，教师

可以围绕《精卫填海》展开“1+X”阅读教学，延伸《愚

公移山》《夸父逐日》等小古文进行阅读整合，让学生

了解更多的神话故事。通过群文阅读，引导学生对这

三篇小古文进行对比分析，寻找精卫、愚公、夸父的

共同点，这三篇小古文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

是具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品质，从而达到自

己的目标。除了共同点，还要让学生分析三篇古文的

不同之处，这时教师就不要再设置太多条条框框，要

给予学生充足的学习空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

想法来说一说三个主人公的不同之处。当学生交流过

后，会发现虽然这三篇古文都是发扬坚持不懈、努力

奋斗的精神，但是文中的目的、原因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精卫主要是因为溺死，为了报仇才会填海；愚公是为了

能够造福后代，让子子孙孙过上幸福日子才选择移山；

夸父是敢于与自然作斗争，献出自己的生命。教师应

当将古文整合，鼓励学生进行对比阅读，引入一些耳

熟能详、具有教育意义的成语典故、历史故事，以及

说理性强、文学价值高的经典著作，还有寓言、游记、

神话传说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古文，可以帮助

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文言文的各种体式，最大限度地扩

充知识面，增强古文功底。

( 三 ) 知识延伸，增加积淀

在小古文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设计多个板块，

如“作家作品”“注释详解”“古文今译”“品味鉴赏”等，

帮助学生理解词语释义、文章大意，全面认识作家与

作品。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设置“拓展链接”这一板块，

帮助学生打开古文眼界、丰富知识储备，积累历史文

化知识。同时，还可以增加一项“小试牛刀”的板块，

通过几个简单的题目让学生进行自主检测，巩固学习

成果。教师应鼓励学生从课内延伸至课外，让学生通

过对比来建立阅读思维，巩固基础，通过多种途径来

获取学习材料，丰富学习资源，覆盖更多古文知识。

例如，《守株待兔》是收录在三年级下册第二单

元的课文，这一单元主要是围绕寓言故事展开教学的，

要求学生阅读寓言故事，明白其中的道理。这篇课文

非常短小，一共有 39 个字，但却流露出深刻的人生道

理。教师要在此基础上对小古文教学进行拓展，文中

的最后就是“阅读链接”，呈现出《南辕北辙》这一寓

言小故事，渗透传统文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进行

课外拓展阅读，尝试阅读《狐假虎威》《掩耳盗铃》《刻

舟求剑》《自相矛盾》《揠苗助长》等多篇古文。阅读

需要不断的积累，寓言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文体，教

师可以推荐阅读书籍，鼓励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打开

文学之窗，领略小古文的精彩，感受群文阅读带来的

奇妙之旅。通过小古文群文阅读，能够锻炼学生的知

识整合能力，在阅读中学会概括、总结、抓取关键信息，

加强学生的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能力，有效提升学生

的语言表达、理解分析等方面的能力，促进学生阅读

水平的提升，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语文开展

小古文群文阅读教学，需要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学情

创设各种不同的教学模式，传授正确的阅读方法及技

巧，引导学生进行对比阅读，拓展学生的语文思维，

从课内延伸至课外，鼓励学生进行“1+X”阅读，突破

教学中的重难点，能够激发学生对小古文的兴趣和热

情，专注于古文的学习，促进小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

发展。（作者单位系溧阳市平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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