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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学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
许卫高

（江苏省海门中学，江苏 海门 226100）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实现 " 中华梦 " 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我们在全球文明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但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西方传统文化教育也在逐步渗透到我国学校，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广大中学生的价值取向，而且不少

中小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教育还缺乏明确的了解，所以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学生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知识，以增强广大中国中小学生的

优良传统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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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们以不同形态出现于

人们的传统经典与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学

习、传播也有许多渠道。但不可否认的是，语文教育作为文化的

主要载体，决定着语文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的特色，使优良传统

文化在语文教育中传播下去，是语文教育的本义。

一、科学建构课程，夯实文化传承之基

课程结构的状况代表了学习者智能结构的发展状况，而教学

的执行水平也决定了课程目标实现的水准。高中语文课程中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而合理进行课程建设，

使国家传统课程和校本课程有机地融合，就是顺利进行中国传统

文化教育传承的必要前提。

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通过具体的选文来完

成的，具体地说主要是通过古代诗文这一文体来实现的。国家课

程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

语文课程中的相关篇幅相较以往有所增加，2017 年 9 月的“部编本”

教材，文言文比例大幅提升，显示了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

重视。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中学阶段的

教育总体目标是 " 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

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要达到这一目标，前提条件就是学

习者需要具备相对丰富的中国传统人文认知系统，而这样的系统

建设仅依靠传统国家课程中所限定的必修和选修教材内容是远远

不够的，所以通过建立适当的校本课程，对传统国家课程加以必

要的补充与拓展也是必要的，两者的整合将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两者在教学内容上各有侧重，相得益彰

国家课程内容上侧重于中华民族共性层面上的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而校本课程的选择性和灵活性更强，它需要分析本校和本

地的资源特点，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积极开发潜在的资源。如

可以开设《论语》选读、儒学发展史、中国古建筑史、中华饮食

文化、地方戏曲欣赏、地方手工艺欣赏等来推进传统文化传承。

两者互为补充，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和内涵。

（二）两者在实施路径上互动互应，丰富灵动

国家在课程实践的路径上，以积累总结、诵读欣赏、思维启

迪、应用扩展、探索创造等五种策略，来促使全国中小学生加深

热爱祖国语文教育的感情，感受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从而陶冶性情，提升道德修养。而校本课程，则着重于合理运用

本地习俗民情等生活语文课程教学资源，并强调学生实际感受，

在教学活动中强调总结体会、综合提高。将二者的有机融合，促

进学生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参与世界先进

文明的传递与互动。           

二、优化课堂教学，畅通文化传承主渠道

语文课堂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是学生了解传

统文化知识和传统文化精神、认同中华文化、形成正确“三观”

的重要平台，是学生获得精神成长的重要沃土。语文课堂教学能

否顺利达成传承传统文化的目的，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学目标要指向明确

众所周知，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可以想

象，一篇篇古诗文的学习，如同一盘盘精神大餐，必定让学生掌

握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受到浓浓的传统文化滋养。但是实际的

教学样态是，许多教师往往只关注此类课文的文体性知识，对其

蕴含的人文性内容关注甚少，文化传承的目的性不清、指向性不明，

以致文化传承之路并不畅通。造成此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考试的

指挥棒作用，以文言教学为例，《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对文言文阅读的评价，重点考查借助语感和必要的文言常识阅

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其着眼点显然是具体的文言知识点，对

传统文化内涵的考查基本被忽略。从实际试卷呈现的考查点来看，

对文言字词理解、句子翻译、文章大意的考查确实远高于对文化

内涵的理解和体验。

基于此种现状，作为语文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课堂教学对于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要勇于打破指挥棒的束缚，要敢于适时

调整教学目标。朱自清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古诗文教学应该从“重言轻文”转到“文言并重”，从面面俱到

转到专项突破上，尤其是文言文教学的主要目标要聚焦在传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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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上。每一堂课要努力体现文言文所蕴含的文化味，尤其要

逐步体现高中阶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

的重点要求，该目标要明显高于常见的对传统文化的通识性理解。

（二）教学内容要丰富有序

高中语文教材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知识和传统文化

精神，如苏东坡《赤壁赋》中的传统酒文化，“青青子衿，悠悠

我心”中的传统服饰文化，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中 "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 体现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李密《陈情表》展示的孝亲敬长的仁爱精神《完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发扬传统爱国精神为内核，从爱国、做人、

修身三个层面概括凝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点内涵。

为此，教师要通晓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深入了解其主

要内涵和核心精神，围绕教学目标，努力开发文言作品中所蕴含

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作为课堂的显性教学内容。如以《屈原列传》

一文为例，教师可通过对屈原一生行为的概括以及司马迁所做评

价的分析，将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宁折不弯、追求高洁”的

独立人格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等作为教学内容。同时，教师要根

据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对所挖掘的内容进行归类整理，结合高

中阶段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有梯度、有层次地展开教学。

（三）教学方式要科学合理

宋代学者陆九渊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

意为读书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鉴，方得书中真味。古代诗文典

雅凝练，意蕴悠长，没有一番品读鉴赏的真功夫，无法得其意趣，

更遑论进入深邃的传统文化世界。

品读鉴赏，要突破古诗文教学中简单的读写讲记之法，强调

对文本的深入理解和体验，主要可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一种主

题，多篇选文”式品读鉴赏。即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进

行适当归类，如仁、义、礼、智、信文化，道家文化，家国文化，

语言文字文化，文学创作文化等，然后围绕这些主题，对教材中

的选文进行整合，进行主题式综合品读鉴赏。二是“一篇选文，

多个主题”式品读鉴赏。教材中的选文所蕴含的中华传统往往并

不是单一的存在，我们注重引领学生对同一篇选文进行多个文化

主题的深入思考，拓宽学生视野，充分发挥选文价值。

古典作品历史悠久，与现代社会相距遥远。生活与认识的差异，

使得学生容易产生陌生感和畏难情绪。以辛弃疾词中多处出现的

“收复山河之志”为例，学生因为没有直接的生活体验，就不太

能理解词人因为国破家亡而产生的巨大沉痛。为此，教师要善于

设置具体情境，可以借助先进的现代教育手段，尽可能多地提供

信息资料，帮助学生克服畏难情绪，走入文本，去触摸人物的内

心世界。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老师既不是单纯的灌输式授课，而是

要充分突出学生的社会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更要引领

学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态演变和创新发展，让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作品中所体现的真、善、美，和现代人的生命、情感、价值

追求等相互交流，使学生感受到其蕴涵的某种情愫、哲学、价值

观等是亘古永恒的，并由此得到生命的启示，从而形成了自身对

世界、对人生的新认识，这样的课堂就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获得了实质性的收益。

三、加强课后体验，促进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认为，" 既要充

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又要注重发挥课外活动和社会实

践的重要作用。" 高中语文教师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习和弘

扬，对于高中学生们来说，不应当是只是一个纯受性的教学活动，

而是要求学生们有更多的切身感受，并由此去进一步了解中华民

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

（一）体验活动要有特定的目标

之所以使用了“特定”这个词，一方面表明体验活动的目标

有别于课堂教学中的目标，它重在深入理解文化，更多强调的是

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能直观感受书本中、课堂上难以体会的

情感，印象更深刻难忘，同时要让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不能仅停留于对文化内涵表层的理解，还应体现在实际生活的具

体行为中，要让学生的一举一动、言行之间都附上浓厚的文化气息。

另一方面，“特定”意为要体现高中阶段的特征，要切合高中生

的年龄特征、知识基础和教学目标，它有别于低年级学段的启蒙

要求，仅仅停留于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知晓生活中的常见

仪式、重要传统节日的由来、家乡生活习俗变迁等等，而是要去

了解其背后蕴含的精神品质、深层意蕴和文化内涵，从而去深入

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体验活动要讲究实效

开展活动体验是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举措，也是当下传统文化

传承方式中的热点，诸如“课本剧表演”“诗词大会”“汉字听

写大赛”“书法比赛”“古代诗词创作”以及各类“互动式体验

活动”等比比皆是。但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活动往往是形式大于

内容，实际效果寥寥，有些甚至变成了闹剧，如某地举行的学生

穿汉服祭孔仪式，学生们叩拜，进香，体验了一下过程而已，许

多学生对此充满好奇，嘻嘻哈哈，全无严肃气氛。因此，体验活

动要尽可能富有生活气息，重在意蕴体验，不能流于表层。可由

近及远，从与家人一起感受身边的传统节日和生活习俗开始，如

以“全家一起包饺子”活动为例，它可以让人体验其乐融融的家

园情怀，从而深切体会家庭观念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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