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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文言文讲评课教学模式探究 

 

【摘要】文言文教学中，文言文讲评课是文言文教学的重要环节。上好一堂文言

文讲评课，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清知识脉络，还可以教会他们找到解题方法。在

文言评讲的过程中，结合答题情况、借助数据分析，科学高效地精讲精析，引导

学生思考总结相应题型的应试技巧和解题方法，真正做到让学生听有所思，学有

所得，从而提高学生考试的文言分数，提升学生的文言素养。 

【关键词】  文言文讲评课   重视学情   寻其章法     

【正  文】 

一、重视讲评，提升素养 

根据教育部 2017 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教学与评价的建议”内

容要求，我们知道，评价是语文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目标的实现需要科学

客观的评价，其中对试卷的有效讲评不可或缺。其有助于学生查漏补缺、归纳复

习，同时在答题技巧和运用能力方面也能得到一定的提高。因此，我们的讲评课

不仅要关注学生外在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内在的学习品质。通过适当的授课评

价引导学生学会学习，爱上学习，自觉提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二、借助数据，关注学情 

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从纸媒时代迅速发展到网络时代。其中大数据分析在

教学上也大有功用。比如我们在智学网上可以找到历次考试的成绩报告和试题分

析，比如在年级的成绩分析报告中我们可以关注不同分段的入围情况。总之，不

管是文言文讲评课，还是其他类型的讲评课，我们都要善于利用大数据资源，借

助科学有效的数据来完成课堂设计。 

例如 高三文科半期考试的文言文得分情况： 

 

1班 2班 3班 4班 5班 6班
均分 均分 均分 均分 均分 均分

10 文言断句 2.47 1.67 2.25 1.77 2.07 1.79

11 文化常识 2.56 1.81 1.84 2.09 2.07 1.79

12 文本细读 2.47 2.72 2.39 2.41 1.87 2.04

13 翻译 6.44 5 5.61 4.64 4.64 4.53

13(1) 翻译（1） 2.94 2.02 2.52 2.43 2.13 2.13

13(2) 翻译（2） 3.5 2.98 3.09 2.21 2.51 2.4

题号 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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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高三文科本次第四月考的文言文得分情况： 

 

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学生在做文言文题时对哪类题型掌握程度较差，

哪类题型掌握程度较好，借助分析数据，因题施教，在具体的语文学习情境和活

动任务中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教学策路，完善教学过程，为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

养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例如，对于学生掌握较差的文化常识题型，在讲完以后我会及时补充，让他

们即学即练，下题是针对第四学月文化常识题的补充题。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进士，是古代科举会试及第者的称呼，以成绩的高低分为三甲：一甲共三

人，即状元、榜眼、探花。 

B.知制诰，掌管起草诰命之意，后作官名。唐初以中书舍人为之，掌外制。

其后亦有以他官代行其职者。 

C.友婿，同门女婿之间的称谓，也叫“连襟”，是姐姐的丈夫和妹妹的丈夫

之间的互称或者合称。 

D.赠，古代朝廷对有功绩的大臣或其先人死后追封官职或荣誉称号，所赠官

职通常比其生前官职高。 

本题答案选 A，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

称为进士。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元、明、清时，贡士经殿试后，及第

者皆赐出身，称进士。 

三、因题制宜，寻其章法， 

讲评课是具有较强知识针对性的课堂，在设立教学目标的时候使学生能够即

时消化和吸收课堂所讲内容，并且初步掌握相应的答题技巧。以前上课比较主旨

知识点的讲解，对于解题技巧、应试技巧讲的较少，因此学生做题普遍缓慢效率

低下，学生们普遍没有形成答文言文题的高效方法。基于上述问题，我在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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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设计中会更加重视对技巧方法的总结归纳，让学生在有“套路”的同时又能

够形成“反套路”、“超套路”答题技巧。同时借助智学网的成绩数据分析，能够

快速准确地发现学生的弱项难点，讲评的针对性更强。 

在高考文言文中，总共有 3 个选择题，两个翻译题，共计 19 分，占据了语

文试卷总分（150分）的 12.67%，分值比重较大，在文言文讲评课中归纳的方法

如下： 

（一）文言断句 

（1）文言断句要符合“三原则”，做题讲究“三步骤” 

三原则：内容要符合情理 

意思要前后讲通 

要兼顾古汉语词汇、语法、音韵、修辞以及古文化知识 

三步骤：步骤一: 初比相异，先排除。 

步骤二: 明晰断点，做选择。 

步骤三: 回文验证，保精准。 

（2）文言断句要明确断点，从词、句入手，当断即断。 

（二）文化常识 

常考类型： 

①名号称谓。包括名字号、别号、谥号以及敬称、谦称、特殊称谓等。 

②文化科举。不同时期，选拔人才的制度有所不同。如汉代实行的是察举制

和征辟制，察举有茂才（秀才）和孝廉两种。 

③官职官署。包括中央官职、地方官职以及任免官职的习惯说法。 

④宗法礼制。包括冠礼、婚姻、丧葬等。 

⑤天文历法。包括干支纪年、年号纪年、干支年号混合纪年等。 

（三）文本细读 

带题回文，依文明义 

（1）读懂选项，理解文意  

（2）带题回文，善用比对 

人物事件——张冠李戴、曲解文意 

时间地点——时序颠倒、空间错位      

逻辑关系——因果倒置、分析错误 

内容评价——无中生有、以偏概全、过高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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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言翻译 

字字落实，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1）落实得分点： 

重要字词：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词类活用 

特殊句式：倒装、判断、被动、固定 

文本句意：借助虚词，结合语境，疏通文意 

（2）掌握翻译六字法： 

  留、换、调、删、补、变 

四、小结 

上好一堂文言文讲评课，必须要注重学情反馈。易错点、重难点，我们需要

大量练习，反复讲解。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清知识脉络，还可以教会他们找到解

题方法。在文言评讲的过程中，结合答题情况、数据分析，科学高效地精讲精析，

引导学生思考总结相应题型的应试技巧和解题方法，真正做到让学生听有所思，

学有所得，从而提高学生考试的文言分数，提升学生的文言素养。 

总的来说，文言文讲评课要多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多展示学生答题情况，让

学生从问题中找到解决办法，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