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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青映 黄伟蓉

摘要：语文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对传统文
化、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探讨初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之间的关系，从语文学科“教”与“学”的现
状入手，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好语文学科是文化
传承的载体这一关系，实现其对传统文化、民
族文化的传承，让它们在教学中相互融合、相
互渗透，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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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重
点科目，除了新课标所要求的内容之外，它还
应该成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媒介。语文与
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促
进的关系。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我们
应该利用好这种关系，让语文因传统文化、民
族文化而丰富，也让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因语
文而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弘扬。

一、语文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语文即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都是文化

传承的载体。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语言伴随劳动
产生且先于文字出现。我国有很多民族没有本
民族文字，但却都有其各自的语言，这其实也
可看做是语言先于文字出现的一个佐证。同
时，在文字出现之前，语言也起着文化传承的
载体作用，以壮族为例：壮族原先也没有本民
族文字，其古老的创世史诗 《布洛陀经诗》、
麽经、山歌等，最早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
承。直至隋唐时期，壮族先民开始结合壮语语
音的特点，通过汉字偏旁部首的增减、组合，
创造出“土俗字”（亦称古壮字或方块字） 并
在民间流行。例如古壮字“伝”（vunz），由汉
字“人”和“云”组合而成，意思是“人”；
再如“那

田”（naz），是“田”的意思，由汉字
“那”和“田”组合而成。但由于这些土俗字
不是成熟的文字，也缺乏统一的规范因而无法
形成通用的壮族文字，直到1955年拉丁壮文的
创制，壮文才逐步实现统一和通用。而恰是先
民们创造出的这些土俗字，壮族的麽经、山歌
本等才得以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而这，正是
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撑。
综上，既知语言和文字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那么由语言和文字结合而成的语文，就是文化
传承的载体。

那么，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该如何让语文
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呢？
为了深入剖析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当下初
中语文的教学现状。

二、初中语文学科的教学现状
先来看“教”的现状。当下，语文学科的

“教”受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应试教育模式自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引荐过
来后就一直沿用，直到2005年我国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后才逐渐退出中国教育主导地位。但几
十年发展下来，这种模式早已根深蒂固，加之
我国中考、高考及各类公考等，都是通过考试
选拔人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试就依然是
教育的主要目的。教师为了出成绩，其课堂教
学仍会不自觉地变成以教师为主导的知识灌
输，这在短期内的确可以提高学生的应试能
力，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也会禁锢学生的思
维，扼杀其自主钻研、自主探究的能力。

再者，应试重压下的教学内容往往会过多
地依赖书本知识而脱离实际生活。教材里古诗
文的时代背景，与我们如今的时代相距甚远，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若只是机械地灌输知识，
没有联系实际，拓展讲解作品背后的人物故事
及时代背景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吸引其注意
力，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又加重课堂的枯燥
度，那么学生对语文学科失去学习兴趣便只是
时间问题。

现阶段的学校教育，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
育的碰撞。国家倡导素质教育，提倡五育并
举，学校为此开展了各类如书香校园、书法、
征文、朗诵、演讲等活动，以此丰富学生的校
园文化生活。这些活动的初衷是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但现实是，无
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其实都很难匀出足够多的
时间来认真地、高质量地完成活动，加之又有
应试的重压，为了平衡个中关系，活动往往只

能流于表面，难以真正达到涵养学生内涵，提
高其综合素养的目的。

其次是“学”的现状。初中生课业繁重，
城镇中学的作息时间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九点
半左右，部分学校甚至还鼓励学生加班。长时
间的学习，繁重的学习压力，导致学生睡眠不
足，既影响第二天的学习质量，又影响了学生
的身心健康。加之青少年的注意力容易分散，
满堂灌的课堂更加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
枯燥的课堂和睡眠不足的双重夹击下，不少学
生会产生厌学情绪，继而陷入“厌学→成绩下
降→自信心受损→更厌学→放弃”的恶性循环
中。

此外，“学”的现状也受来自社会环境的
影响。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打破了
传统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加速了全球化的进
程，也加速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和渗
透。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皆有两面性，信息
网络带来的影响也是积极和消极共存。就青少
年而言，网络可以向其传播大量的科学文化知
识，让其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世界，但网络中存
在的大量不良信息也在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1]。加之青少年的自控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

差，因此他们极易沉迷其中，甚至对虚拟的网
络世界产生依赖，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青少
年综合素质、文化素养的提升，同时也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

就大多数学生而言，传统阅读的吸引力远
远不及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大。在“升学
率”这座大山的重压之下，成绩成了衡量学生
各方面情况的标准。于是学校给教师施压，教
师又给学生施压，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大量的作
业填满，学习和作业的时间尚且不够，更遑论
匀出时间进行课外阅读，这对语文学科的学习
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语文学科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传
承

语文课标提出“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继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文化建设提升
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四个自信’”[2]。习总书记的文化自信，指

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
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
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文化自信从语文课
程标准的角度来解读，就是指学生认同中华文
化，对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有坚定信心。这就要
求教师要牢记语文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语文学
科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传承与弘
扬的关系这一观念，并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将语文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渗
透，实现语文学科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有
效传承。

（一） 语文学科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相
互融合。

语文学科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教
材中收录的经典古诗文，如范仲淹的《岳阳楼
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无一
不展现着古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深邃隽永
的思想内涵。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应将
学科教学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相融合，有目
的地向学生传输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精
神内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
过多地受制于应试，为了成绩忽略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感知和体悟。

那二者如何相互融合呢？我们以部编版初
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的综合性学习——《身
边的文化遗产》为例进行探讨：

文化遗产指的是有形的文物和非物质形态
的传统文化。教材上的 《身边的文化遗产》，
是一个向学生展示和普及民族文化的好课例。
我们将全班学生按照地域分为若干小组，即同
个乡镇或相邻乡镇的同学作为一组，让他们利
用周末放假时间有目的地去收集和整理家乡的
风俗文化，而后分别推荐和评选出本组认同的

“文化遗产候选项目”。
如 1991 年出版的 《布洛陀经诗译注》 和

2004年出版的 《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
其所收录的麽经抄本有大部分是在玉凤镇发
现的，那么玉凤镇的同学就可以据此做一个
关于麽经的专题；坡洪镇天安村在农历六月
初六这天会举行传统祭田仪式，坡洪镇和五
村镇的同学便可以借此机会了解祭田风俗，
探寻壮族的稻作文化，同时还可以与贵州布
依族的六月六民俗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看两
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百育镇的同
学可借助每年农历三月初七到初八的布洛陀
祭祀大典，收集整理壮族的民间祭祀习俗、
布洛陀的神话传说等。

回到课堂，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以学生
为主体，让学生分别展示和讲解本组的收集成
果，如此既活跃了课堂，也达到了让学生了解
家乡文化、壮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教师还可
以帮学生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传统文化、民族文
化素材库，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

综上，即是语文学科与传统文化、民族文
化相融合的绝佳例子，通过这种融合，让学生
在主动了解和探寻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过程
中，唤醒其对家乡风俗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传统
文化、民俗风情的关注，从中体悟语文之美、
民俗之美和文化之美，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生
的文化素养，滋养学生的内涵，从而激发其文
化传承的意识。

（二）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民族
文化。

语文学科的背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历史和文化。中国既有灿烂深邃的古老文化，
也有丰富各异的民族文化，无论是何种文化都
需要依靠语言文字加以传承。因此，语文在文
化的传承上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初中语文教材收录的篇目，蕴含着丰富的
精神内涵。以杜甫的《石壕吏》为例。《石壕
吏》是杜甫创作的三吏三别组诗中一首杰出的
现实主义叙事诗，讲述的是差吏夜到石壕村征
兵的事，揭露了彼时政治的腐朽黑暗，以及安
史之乱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若只是基于考点而让学生机械地去记忆鉴
赏，那学生很快便会失去兴趣，更谈不上去体
会其中的情怀。因此，在授课时，教师对杜甫
的生平及此诗创作背景的介绍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还要将其与组诗中的其他诗歌进行横向
比较，深入挖掘其思想内涵和剖析当时社会的
主要矛盾。除了横向比较之外，还要进行纵向
深入挖掘，将组诗的深刻思想及其所折射的社
会主要矛盾，与近现代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对
比，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安史之乱平定之战还是
抗日战争，对于彼时的大唐王朝和今日的新中
国而言，都是一场正义之战，都承载了先贤先
辈浓烈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心系天下的家国情
怀。

有了横向和纵向的参照，《石壕吏》 背后
的故事和文化脉络清晰了，学生能从更广、更
深的角度去理解诗歌背后那段黑暗的历史，也
能去理解抗日战争的惨烈，理解和平的来之不
易，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又如《阿长与<山海经>》。教师在授课时
往往会重点讲解阿长的形象及作者前后对阿长
情感变化，继而忽略文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和民
族文化。那文中包含了什么传统文化、民族文
化呢？文题已经给出了答案——《山海经》。

《山海经》是先秦重要古籍，其主要内容包括
地理、民族、物产、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夸
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以
神话为例：由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
一引《山海经》之“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
十日，落沃焦”可知，中国最早的射日神话出自

《山海经》。壮族也有射日神话，出自《壮族麽经
布洛陀影印译注》：“……九 （个） 太阳同齐
（出），三年干旱连连，四年火红炎炎……阿正
会杀太阳……削树标竹做箭，破树金竹做弓，

射去天（上）嗖嗖，飞转去射太阳 [3]……”因此，

在授课前，教师可从 《山海经》 中记载的
“日”的由来，延伸到射日神话的诞生、各民
族关于太阳的神话传说，再到中国乃至世界的
太阳崇拜文化等，层层深入，给学生构建一个
瑰丽奇特的神话世界，如此既丰富课堂内容，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又普及了民族文化。
再如介绍物候学知识的 《大自然的语

言》，教师可以将物候学知识拓展到二十四节
气上，让学生领略到藏在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同时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诗词歌赋，如“蒹葭
苍苍，白露为霜”“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等，也可相应地拓展，让原本枯燥
的语文课堂变得丰富有趣。

在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让学
生感受到语文不仅仅是一门需要背诵的功课，
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灿烂无比的世界，从而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学生学科素养、文
化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多重提升。

（三） 在语文学科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印发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中指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
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
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贯穿于启蒙
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
教育各个领域。”由此可知，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并贯穿
国民教育的始终。

为了能够在语文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民
族文化的有效传承，首先，教师要改变传统的
教学模式，将课堂的主体归还予学生，以指导
者的身份有目的地向学生分派任务，让学生从
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探索知识转变。同时，还
应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探索
传统文化渗透教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民
族文化的记忆，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

活动中[4]；其次，教师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和专业水平，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和探究蕴含在
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增强对传统文
化、民族文化的理解能力；要充分把握和利用
教材，深入解读教材中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民
族文化，巧妙地抓住其与教材的融入点，认真
规划好课堂教学内容；要了解学情，灵活地选
择教学方法和渗透的方式、内容等，将传统文
化、民族文化贯穿到日常教学中；最后，教师
要依托本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并结合教材内
容对其进行适当的拓展延伸，通过身边的文化
现象，积极鼓励学生主动了解本民族文化，引
导学生将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横
向比较，让学生在比较中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
的民族和本民族的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

感和民族自豪感[5]，让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在

语文学科的教学中得到有效传承，实现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四、结语
语文学科，以典范的古今文学作品为教学

媒介，承担着启迪和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
人文精神的重任。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和渗透传
统文化、民族文化，既能丰富学科内容，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
认识到语文学科的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又能
对学生的观念进行指导，滋养学生的内涵，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达到科学育人的目的；还
能充分发挥其文化载体的作用，培养学生的人
文精神，增强学生的文化认知，提升学生的鉴
赏能力和核心素养。总之，我们要充分把握好
和利用好初中语文学科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之间的关系，让语文学科因传统文化、民族文
化而丰富，也让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因语文学
科而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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