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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基础教育要

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语文教学的有效性，使立德

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真正落地。立德树人这一

任务旨在培育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点、鲜活民族之

魂的中国人，这就决定了基础教育必须要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吸纳养料，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

族力量之源，为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初

中语文课程资源中开发和应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深远，但开发和应用程度不够高。因此，本文从基本

概述、应用意义、应用策略三方面探究初中语文优

秀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与应用，推动语文课程发

挥传承传统文化的立德树人功能。

【关键词】“双减”政策  立德树人  传统文化  

课程资源 

“双减”政策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致

力于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但如何创建高质量的语

文素养课堂，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课堂中

的作用，将语文课堂内容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解

从形而下的知识、技术层面，升华为形而上的思想、

精神层面的深刻领悟，已是如今语文课程改革中无

法逃避的现实困境。

一、基本内涵与类型的介绍

（一）基本内涵

2021 年 7月 24日，为提高教育质量，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从八个方面、含

三十个要点对“双减”政策进行详细部署，有思想、

有原则、有目标地减少学生作业，整顿校外学科培

训机构，为群众构建良好生态，缓解家长焦虑，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

传统文化是前人所创造的东西，传统文化随着

历史推演而逐渐积累，最终沉淀表现为不同文化成

果和各类文化形态。对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遥远的

原始社会，甚至是更早。

语文课程资源在广义上是指在所有有利于实现

语文课程目标的各种因素，狭义的语文课程资源仅

指在语文课程中可以利用的一切学习要素。这些要

素不仅与语文课程教育相关，而且是实施语文课程

教育的必要且直接的条件。

（二）运用的类型

语文课程是中华民族母语教育的核心课程，扮

演着文化传承的载体，语文教科书对传承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部编版语文教科书

更加注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渗透”，主

要表现在文章编排和内容选择上。本文针对语文教

科书呈现的优秀传统文化分成以下三类，以便开发

和应用初中语文课程资源中的优秀传统文化。

1.精神内核类型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优质的华夏民族精神内核，

该部分从爱国精神、人文情怀、仁礼美德方面分类

阐释初中语文课程资源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1）精忠报国、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是在语文课程教育中最核心的文化精

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从初中六本

统编版语文教材中，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早期文

化作品《诗经》、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新时代下

的现当代作品，从没有绕开过培养学生爱国精神这

个情感目标，其中流淌出千年来中华民族先贤们精

忠报国、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已然成为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奋勇直前的坚实信仰。

2）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情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情怀，这种情怀强

调的是中华民族的君子之气。真正的君子，既有像

天那般的广博胸襟，喷射出坚劲与强健，又能像地

一样淳厚仁德，有着海纳百川的气魄。古代不少学

者，能深刻体认这种精神并自觉加以践履。初中语

文教材中有不少篇目章节弘扬这种文化精神，例如

《秋天的怀念》《白杨礼赞》《愚公移山》等文章，

都强调中华儿女应秉持刚毅坚卓、发奋图强的品质，

这对于当今一些抗压受挫能力较差的初中生有深刻

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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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孝亲敬长，由己及人的仁礼美德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学习如何做人，优秀中

华传统文化以教会如何做人为基本核心，初中语文

课文中《论语十二章》《背影》《送东阳马生序》《藤

野先生》等篇目，都强调尊老爱幼、尊师重道等传

统道德规范。

2.地域文化类型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有

着不同的风格特色，不同地理区域的建筑风格也各

有不同。在初中语文课程教学中应结合各地域地理

特点及其名胜古迹，学习其中的传统文化。例如欧

阳修的《醉翁亭记》通过对醉翁亭不同时期的景色

变化进行描绘，展现出琅琊山绮丽的自然风光，同

时也表达出作者与民同乐、寄情山水的乐观旷达；

而世界桥梁史的奇迹——《中国石拱桥》、江南三

大名楼——《岳阳楼记》等文章有利于初中生掌握

相关的古代建筑知识。

3.社会习俗类型

中国的社会习俗，既包含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

成分，也囊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要素，兼具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特性。比较常见于中华民

族习俗的饮酒文化，也承载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双重功能。例如九年级上册课文中苏轼所作的《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酒的意象承

载着苏轼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刘禹锡所做《酬乐天

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

长精神”，用酒以解诗人与故友的壮志未酬之忧。

二、开发和应用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要求

语文课程是中华民族母语教育的核心课程，语

文课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天然优势，

这是语文课程教学的使命。在“双减”政策背景下，

初中语文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及其应用策略，

都应融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以达到

语文教育的有效性。

（一）对彰显其民族性的要求

语文的工具性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侧重于体

现在民族语言形式层面，不仅主张学生热爱民族语

言文字，而且要求学生能正确理解并运用民族语言

文字进行思维、创作与学习，在生活中也要运用民

族语言文字进行沟通交流。

人文性侧重于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传统文化内

涵层面，发挥语文课程丰富的精神内核作用，让学

生透过汉语言文字的浅层，深层领悟其背后所饱含

的民族情感、民族思维和创造力，使学生的学理思

辨能力与思维的全面性不断得到完善。

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

点。没有脱离工具性的人文性，也没有脱离人文性

的工具性，在语文的学科基础性地位上，既要关注

语文学科的审美移情性，又要把握语文学科的社会

应用性，但目前的语文课程学习现状就是将语文课

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割裂开来，过多注重语文基础

运用的工具性，刻板单一地剖析字、词、句、篇等

语言基本功的训练，而不注重其中的文化内核。其

实只有二者和谐统一，将思想内容与语言和文字结

合起来，才能实现初中语文课程资源中开发和应用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旨归。传统文化的语文课堂中

尤其应该协调好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应当

做到在指引学生把握基本文学常识及文章理法的前

提下，让学生真切体悟到作者的品格与人生态度，

最终达到培养学生高洁积极的人生信念的目标。

（二）对提升学生文化自信的要求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对本民族语言文字

的自信。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离不开汉语言文字自信，

汉语言文字自信的提升程度决定着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的高度。每个中华儿女体内都流淌着家国血脉，

其根源所指，就是先辈们艰难竭蹶五千年缔造的文

化传统和流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汉语言文字，

对本民族文字自信，是对先辈们艰苦卓绝精神的敬

意，也是对中华民族百年来受尽外族怨恨指责、侮

辱糟蹋的铭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才会让今

天的学子发自内心地爱国，从而提升民族自信。因此，

初中语文教学要在提升初中生的汉语言文字自信的

基础上，提升初中生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进而完

成初中语文课程目标。

（三）对开阔学生文化视野的要求

语文课程的人文性要求语文教育应该重点关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在初中语文课程资源的

选取上要有大文化、大语文的观念，经济、政治、法律、

哲学、历法、科技、医药和民俗艺术等传统文化要

素和基因都应有所涉猎。语文课程内容的系统编排，

需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入点的深度及范围的

广度，引导学生从深度与广度两方面双管齐下，真

正领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改变对中华

传统文化零散、肤浅且模糊的认知，上升为对中华

传统文化系统、全面且深入的领悟，实现开阔文化

视野的最终目的。

（四）对重构学生的精神世界的要求

文化教育是以实现受教育者精神世界的提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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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为最终目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包含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表层的教育内容，指的是传统文化中

那些字里行间浅显易懂的基础文化知识；另一方面

是深层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哲理内容和思辨思维。

因此在语文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致力于提

高学生基本的文化常识基础，更要引导初中生用心

体会文言古语的隽永深刻。初中生浸润在这些优秀

传统文化中，会不断内化、积淀为高尚的精神品格，

形成受益终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开发和应用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应用

策略

（一）转变思维，合理定位语文课程传承传统文

化的立德树人功能

“双减”政策背景下要求提高教育质量，要求

使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真正落地。立德树

人这一任务旨在培育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点、鲜活

民族之魂的中国人，这就决定了必须要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吸纳养料，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

力量之源，为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在初

中语文教学中开发和应用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资源，

应以语文教材为切入点，语文教材是承担语文教学

活动至关重要的载体，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教育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开发

和应用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必须优先利用初中

语文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牢牢把握初

中语文教材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常知识，深度

探寻初中语文教材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规范语

文教材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编排。

（二）以古鉴今，吸纳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的精华

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洗礼，不

断发展，最终形成适应华夏民族身心发展的教育思

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中的精

华浩如烟海，囊括了古代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

教育原则、教育制度、教育习俗和教育行为方式等

一系列教育理论。蒙学、小学和大学是中国古代教

育传统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相互独立又循序

渐进，且“知行合一”的教育内容贯穿其始终，具

有科学性。初中语文教学应该着重关注中国古代教

育传统的当代价值，传承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中总结

提炼的教育原则、思想、方式方法。

（三）观照现实，完善对语文课程传统文化教育

内容的评价

通过分析历年的语文课程标准，可以发现，课

标中推荐了大量的古诗文篇目，但并没有被全部选

入初中语文教材中，课标中的一些古诗文篇目旁标

注着“不必都编成课文”，这直接导致在初中语文

传统文化课程评价中，更多只是考查初中生对教材

背诵篇目的掌握情况，忽略了课标里其他优秀古诗

文篇目的学习。结合当下中考制度的改革，同时发

挥中考的指挥棒作用，建议中考语文卷的命题范围

囊括课标里其他优秀古诗文篇目的考查，真正落实

初中语文课程的传统文化教育目标。

（四）创新发展，促进传统与现代实际的结合

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一些思想道德观念——仁礼

美德、爱国精神等，在中国农耕文化时期发挥了凝

聚力量、促进民族融合的伟大作用。在信息高速发展、

思潮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

想内核与当下时代发展需求相适应，使其不断迸发

出蓬勃的道德感染力和民族感召力，这需要在继承

传统的同时也要创新发展，促进传统与现代实际的

理性结合。针对当下有的初中生缺乏责任感，追求

“躺平”生活的不良现象，初中语文课堂应多融入“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优秀传

统道德教育，让初中生浸润在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

形成受益终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精神魅力

是先贤们留给青少年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初中生浸

润在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会不断内化，积淀为高

尚的精神品格，形成受益终身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新时代背景下，要想推进语文素质教育的

有效改革，必然需要在语文教学中开发和应用优秀

传统文化课程资源，这是“双减”政策背景下的语

文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也是语文教学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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