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卷 第6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22年11月
Vol.9 No.6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Nov.,2022

DOI:10.13718/j.cnki.jsjy.2022.06.008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语文课程创新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

荣 维 东1,唐 玖 江1,唐 心 悦2

(西南大学1.教师教育学院;2.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调“文化自信”,要求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力度。它不仅用“文化自信”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

育,注重“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根本任务和育人导向,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统领语文课程内容,将其中的重大主题作为“六大学习任务群”的学习主题与载体形式,而且还在教学建议和

考试评价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主要学理依据在于: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坚定文化自信,顺应语文教育与时

俱进的时代要求;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课程属性;发挥“以文化人”的课程育人价值。基于《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语言运用本位,积极实施学习任务群教学,坚持内容进阶与学生心理

发展相统一,强化语文学科实践,突出中外文化思辨比较,开展相关的实践研究,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不断创新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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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语文教育的根基和灵魂。它不仅

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维度,也是语文课程内

容的重要主题与载体形式,是语言学习与运

用、言语思维与认知的基本逻辑,是传承民族

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心、自觉认同和创造性实践

能力是这个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动力。

2022年4月,教育部颁布《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

强调“文化自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重视达到了一

个空前的高度。新课标不仅用“文化自信”引
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教育,还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领语文课程内容与教

学实践。在文化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大背景下,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的语

文教育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传承与理解、文化

实践与创造的教育。其中有着怎样的政策依

据和理论依据? 遵循什么样的学理逻辑和实

践逻辑? 如何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展课程实施,增强文

化自信,推动语文课程创新? 本文拟对这些问

题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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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课标的价值导向:注重“以文化

人”,增强文化自信

  (一)用“文化自信”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是我国教育面对的根本问题[1]。《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方案”)提出

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等重大主题教育有机融入课程,努力培

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2]2。新课标凝练了“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将“文化自信”置于核

心素养四个方面的首位。这与《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2017年版)》[3]将“文化传承与理解”

置于末位相比,表明新课标对“文化自信”的重

视程度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化自信”是我党

确立的“四个自信”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的那样,“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4]5,“要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5]。“文

化自信”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新课标将“文化自信”作为语文课程应培

养的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方面,明确指出“文

化自信是指学生认同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的

生命力有坚定信心”,要求学生“通过语文学

习,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继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关注和参与当代文化生活,初

步了解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具有比较开

阔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文化底蕴”[6]4。虽然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也提出

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增强“文化自信”,但其分

量和受重视的程度都不如新课标。当然《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也曾提出“继

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以及“吸

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7]等要求,但还没有明确

表述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新课标将“文化自信”置顶表述,且用其引

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教育,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

容。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回

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一根本问题;二是强调语文课程“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和“以文化人”的育人导向;三是注重

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基本属性。

语文课程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

地,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是语文课程内容的重要主题和载体。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正是为了实现党

和国家赋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育人目标和

功能,才对课程目标与内容作出了新的调整。

(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统领课程内容

在新课标的研制过程中,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研制组学习和梳理了党和政府颁布的

一系列重要文件,在反反复复讨论和比较各种

方案之后,确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课程内容重要的主

题和载体形式。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课标不仅提

出围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确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主题,而且还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思想以及相应的主要载

体进行了列举。这些主题和载体与2021年教

育部印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

教材指南》的相关要求完全一致。关于“革命

文化”,新课标对其内容主题和主要载体也同

样进行 了 具 体 的 列 举。这 些 主 题 和 载 体 与

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

教材指南》中的相关要求基本一致。关于“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主题和主要载体,新

课标的提法和要求与我国发布的一系列相关

文件精神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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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还特别指出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品“应占

60%~70%”,同时针对“六大学习任务群”的学

习内容进行了细化和具体安排。关于这些课

程内容主题的设置与安排,不但《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没有涉及,而且《普通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也没有涉及。

从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课程内容受到党和

政府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不仅控制着社会

所认可的知识的范型,而且控制着知识的具体

内容”[8]。那种所谓单纯强调“语文学科独立”

和“纯语文教育”以及“突出语文本体知识”的

思想是不可能也不可行的。正像有的学者所

指出的那样,“知识并不是客观的,所有的知识

都是政治性的”[9]。国家课程作为一种主流意

识形态支配下的学科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服从

于政治大局和行政管理,其实质是一种“政治

活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在新课标中的全方位体现

除上述两大重要变化,新课标从多方面体

现了对“文化自信”的要求,强调全方位注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教育。新课标在课程性质部分提出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同时指出语文课程在开展文化教

育、建立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

势”;在课程理念上要求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

成果,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课标提出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总目标

一共有9条,其中第二条着重强调弘扬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

立“文化自信”。新课标在各学段课程内容方

面也专门强调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其中:新课标在

学业质量的第三学段明确要求学生主动阅读

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作品;在第四学段明确强调学生通

过口头或书面方式,向他人推荐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经典、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

品。新课标在教学建议方面提出“体认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要求,并且在学业水平考试、教材编

写、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也同样提出了

相应的要求。这样前后呼应,体现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在教—学—评各个环节的全面贯彻和渗透。

另外,新课标中附录1推荐的135篇(段)

“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和附录2“关于课内

外读物的建议”所推荐的读物,大都具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选材的鲜明倾向。

可见,新课标对“文化自信”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作

了全方位的要求,体现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性

质、功能定位、目标内容和教学评价等方面的

新变化和价值取向。结合当前社会上出现的

“毒教材”事件,也许我们能体会到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如此修订的必要性。在当今世界

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

语文教育应在教学理念上与实践过程中筑牢

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

是语文教育与时俱进的正确抉择。

  二、新课标的学理依据:重视意识形态

教育,体现语文课程属性与课程功能

  (一)意识形态教育的必然选择

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把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

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0]44

作为重要工作来抓。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

项工作的生命线”[1]。2021年,国家教材委员

会先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党的领导”相关内容

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同年,教育部也

印发了《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这

一系列文件精神需要在语文教学中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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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课程之一,是

国家意识形态管控的重要领域。国家将思政、

语文、历史教材纳入国家统编,体现了意识形

态教育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坚

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关键[11]。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不断增

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

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4]5-6。有研究

者发现:“意识形态往往借助课程结构表征课

程所隐藏的寓意,以体现权力集团的政治世界

观、政治信念、政治意识,同时反映主流社会的

价值观念。”[12]阿普尔(Apple)指出:“教育并非

一个价值中立的事业,就教育制度的本质而

言,无论教育工作者是否意识得到,他们已经

被卷入了一项政治活动。”[13]“语文课程从来不

是价值无涉的领域,而是受到意识形态强烈影

响的领域。百余年来,我国语文课程意识形态

教育的功能一直存在。”[14]

新课标强化课程育人导向,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是国家实施“文化自信”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当

前实施课程思政、加强意识形态教育、保证我

国红色江山不变色、回答好“为谁培养人”这一

根本问题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指出“坚定

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

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5]。而要确保文

化安全,就必须从娃娃抓起,让中小学生从小

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教育。正是基于国家一系列方针政

策的要求,新课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纳入其中,不仅顺理

成章,而且责无旁贷。

(二)“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课程属性

在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史上,关于语文学

科或课程性质的争论一直存在而且呈现间歇

性爆发的特点。历史上诸如“言意之辨”“文白

之争”“科玄之争”“思 想 训 练 和 技 术 训 练 之

争”,以及“文道统一”“工具性和思想性”“工具

性和人文性”的争论,都表明这样一个基本事

实:思想性、政治性、人文性向来是语文课程的

重要属性。如何处理“思想性与工具性”“工具

性和人文性”等问题一直是语文课程建设绕不

过去的重要议题。语文课程所涉及的语言文

字本身既包含言语形式,又包含言语内容。强

调语文学科工具性的一方重视语言的应用规

则,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等语言基本技能;

强调语文学科人文性的一方重视文本本身蕴

含着的丰富意义、情感和道理。在我国历史上

早就有过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诸如荀子说

的“文以明道”、刘勰讲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

文而明道”,以及唐宋学人提出的“文以明道”

“文以载道”等观点。21世纪以来,语文教育界

形成共识,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视为语

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基于上述共识,新课标明确指出:“语言文

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

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程是

一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

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

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热爱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

通过积极的语言实践,积累语言经验,体会语

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培养语言文字运用

能力;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形

成自觉的审美意识,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积

淀丰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

认识,全面提升核心素养。”[6]1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是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理应纳入语文课程。

语文课程应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

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培根铸魂”[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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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文化人”的课程功能

语文课程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语文是

一种文化的构成与存在方式。”[16]“语文与文化

血肉同构,语文就是文化。”[17]这是因为语言文

字既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一套“意义和价值

系统”,反映着一个民族的认知方式、行为方

式,承载着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积淀,具有深

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从语言和

文化同构这一视角来看,语文教育可以说是文

化教育。“新课标”指出:“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的

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语言文字

的过程也是学生文化积淀与发展的过程。”[6]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育新人,就是要坚持

立德树人、以文化人”[11]。新课标强化了语文

课程“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学科特性和育人

功能。“文以载道”强调文章是用来说明道理

的。因此,语文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

运用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掌握语言文字这个交

际工具,另一方面也在无形当中受到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影响。作为意义的载体,语言文

字构成的文本总是负载着或明或暗的价值取

向,其价值观的渗透无所不在,而并非完全客

观中立。“以文化人”强调语文课程要用一篇

篇语言文本所承载的文化影响人、教化人、感

染人,使学生的思想、情感、理想、信念和价值

观发生积极的变化。进一步说,之所以要用优

秀和先进的文化来“育人”“化人”,是因为它们

包含着正确的价值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时代

新人应当具有的优秀品格。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的正

是我国优秀和先进的文化,理应成为中小学生

学习的语文课程内容。

新课标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领课程内容,是我国语文

课程内容建设的一大重要举措和改革创新。

因此,语文课程要在实践中坚持“言语形式和

言语内容”“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融合,“教

文”不忘“育人”,“育人”要立足“语文”,用语文

的方式育人,促进语文课程工具性和育人价值

的和谐统一。

  三、语文课程创新路径: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一)坚守语言运用本位

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是语文教育

的根本。教师要树立语言运用本位教学观和

课程意识,注重通过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语

言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学

生必备的情感、态度、思想、品德、人性、趣味、

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需要通过“语言中介”达

成。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审美创造、文化积

累都要通过“语言运用活动”得以实现。教师

要引导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逐

步达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教育的目标。因此,坚守语言运用

本位,打牢语言运用基础,将它作为重中之重,

引导学生“在具体语言情境中有效交流沟通”,

准确把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形式的特点和思

维的规律,进行各种思维训练,培养语言文字

运用能力,理解语篇的思想内容,体认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这才是语文课程加强文化教育的正确路径。

语文教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抛开“培

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这一基本职责,不

能忽视语文教育的根基而大谈“人文精神”,不

能脱离语文技能训练而搞所谓的“大语文”,不

能借口“文化自信”而将语文搞成政治说教。

对此,语文教学需要吸取历史教训。我国1963
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18],这

句话至今仍不过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在本质上属于意

识形态教育,应当更多地采取熏陶感染、潜移

默化的方式。

例如,在刘禹锡《陋室铭》一文的教学过程

中,如果学生对文中一些字词都没弄懂,对文

义也没疏通,教师就围绕培养好品德大讲特

讲,这样显然不合适。又如,新课标“文学阅读

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第三学段要求“阅读、

欣赏革命领袖、革命先烈创作的文学作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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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表现他们事迹的诗歌、小说、影视作品等,感

受革命领袖、革命先烈伟大的精神世界和人格

力量,认识生命的价值”[6]27,这属于革命文化

教育,应教给学生阅读这些文学作品的具体方

法与策略,使革命文化教育和“文学阅读与创

意表达能力”的培养二者不可偏废。

(二)积极实施学习任务群教学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就

提出了“学习任务群”,但目前研究发现学习任

务群在语文教学实施中还面临诸多问题。如:

概念界定模糊,缺乏严谨学理;注重个案摸索,

缺乏有效的实施策略;实施条件上存在诸多制

约和限制[19]。但无论如何,学习任务群可以说

是我国语文课程内容组织形式的重大创新,是

实现“强化学科实践”和“推进课程内容统整”

的重大举措,是推进新型教学方式变革的一种

最佳载体。虽然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学习任务

群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教师经验

匮乏、教学惯习难改等问题,但教师不应等待

观望、无 所 作 为,而 应 积 极 探 索,开 展 创 新

实践。

学习任务群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

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本身就包含一系列重要的语文学习

主题。新课标强调:“设计语文学习任务,要围

绕特定学习主题,确定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语

文实践活动。”[6]1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系列内容主题为学

生的学习提供了重要的“意义参照和意义情

境”,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课程实施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是课程教学向‘人’的回

归,必然要杜绝课堂中虚假的参与者或学习的

‘边缘人’现象,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卷入

情境化学习之中。而情境化学习作为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必由之路,正是撬动课堂教学改

革的支点。”[20]例如,新课标在“语言文字积累

与梳理”学习任务群的教学提示中就指出:要
“注意将语言积累、梳理与体认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

导学生在识字、写字、语言积累中感受中华文

化的魅力,激发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感”[6]22。汉

字、成语、格言警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对它们的积累和梳理有利于“感受中

华文化的魅力,激发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感”。

这是非常富有意义的。

又如,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的吴晓容

老师将统编教材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定位于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这一学习任务群,根据

文本内容和学习任务群的要求确定该单元“爱

与责任”这一学习主题,并创设了“读小说、制

作人物名片、创编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等情境

学习任务。在《桥》这一课的具体教学中,吴晓

容老师则设计了三个活动:一是关注情节,绘

制情节波动图,感受人物形象;二是关注环境,

标出老汉选择的艰难指数,感受人物形象;三

是关联生活,理解题目“桥”的含义,升华老汉

人物形象。通过这三个活动,最终让学生明白

小说塑造的这一人物其实是生活中千千万万

个共产党员的缩影,无形中就使学生领会了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

(三)坚持内容进阶与学生心理发展相统一

中小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课程适逢其时。新课

标依据学生的认知发展目标,设计了系列化层

级化的目标和内容。尤其是在“文学阅读与创

意表达”“整本书阅读”“跨学科学习”任务群

中,新课标对各学段分别提出了重要主题、学

习内容和能力进阶的要求。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7~12岁(小

学时期)的儿童与2~7岁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

童的“自我中心主义”不同,呈现出“去自我中

心主义”的特点,能够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接

受别人的意见和想法。因此,这一阶段是塑造

正确三观的关键时期。如前所述,新课标在各

学段教学要求中也专门强调注重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根

据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认知发展水平,设定

切合实际的学段目标。由第一学段的“教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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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初步感受、初步懂得”,到第二学段的“注重

感悟、初步认识”,再到第三学段的“注重了解、

感受、感悟、体会”,最后到第四学段的“注重理

解、表达、体会、体认、培育”,体现出新课标的

科学性、实践性与适切性。在渗透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

中,教师要基于学生认知水平去选择促进学生

发展的主题,设计与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相统一

的问题,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从而引导其积

极思考,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根据学生不

同阶段的认知发展规律,落实由教师引导到学

生自主感知、由直接感悟到归纳提炼、由感性

体认到见贤思齐的循序渐进式学习方式。例

如,在“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学习任务群教学

中,教师到第四学段就应当要求学生“学习革

命领袖的理论文章、经典的思辨性文本(包括

短小的文言经典)”,而不能还停留于第三学段

所要求的“阅读哲人故事、寓言故事、成语故事”。

(四)强化语文学科实践

新方案在深化教学改革方面专门提出“强

化学科实践”。“学科实践是指具有学科意蕴

的典型实践”,即“运用该学科的概念、思想与

工具”,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21]。语文课程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教育,要注重引导学生开展语文学科

探究活动,体会语文学科思想方法,加强语文

学习与学生的经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学

习用学科专家的思维方式解决现实生活中的

真实问题。有研究发现,专家的知识是“围绕

核心概念或‘大观点’(bigideas)组织的”,专家

在识别有意义的信息模式、在内容知识的组

织、在灵活地提取重要的知识内容应对新情景

等方面具有新手不具备的典型特征[22]。开展

学科实践,就是要运用专家的思维方式、行为

模式和方法策略,像专家那样学习、思考、做

事。例如,新课标在“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学习

任务群第四学段强调实践性,要求学生“阅读

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等作品,关注社会主义建

设新成果,就感兴趣的话题与同学进行线上线

下讨论,根据目的与对象选择合适的媒介进行

交流沟通”[6]25。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实践

中学习专家如何阅读新闻作品、如何开展讨

论、如何撰写新闻评论,了解专家在完成相应

的任务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

开展语文学科实践就需要教师在新课标

和统编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炼语文学科

的“大概念”,即涵盖语文课程本体知识和听说

读写技能的“大概念”,用这些“大概念”来统摄

下位的语文课程具体知识。很遗憾的是由于

我国语文课程本体知识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语文课程有哪些大概念,它们之间组成什么样

的结构和网络,我们尚不清楚,需要持续探索。

(五)注重中外文化思辨比较

党中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10]60。新课标

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同时,并不排除其他文化。这与新

方案要求的“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初步

具有国际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3的要

求是一致的。新课标强调,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应选择反映世界文

明优秀成果、科技进步、日常生活特别是儿童

生活等方面的主题”,并强调“反映科技、自然、

生活等方面的应用、说明、记叙类作品,以及外

国优秀文化作品,占30%~40%”[6]19。新课标

附录2“关于课内外读物的建议”举例的读物就

包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埃德

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威夫特《格列佛

游记》、夏洛蒂·勃朗特《简·爱》、高尔基《童

年》、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儒

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等外国优秀作品。

这表明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和排斥外

国优秀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在很多方面是相通

的。例如,“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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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重要内容和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在

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中外文化比较,

在比较中见差异、见高低、见真理、悟道理,在

比较中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在比较中增强

文化自信,提高思辨能力。例如在《简·爱》整

本书的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将该

作品对女性人格独立和婚姻自主的呼唤与我

国的相关作品进行比较、思辨,加深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认同、体认。语文课程应注重引导学生对各种

问题进行思辨、比较和体认,从而真正实现语

文课程“培根铸魂”的育人目标。

(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实践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教育的深入推进和有效实施,需要开

展相关的实践研究。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的定位偏离和内容选择标准研究不足等

问题,有研究者提出“一主两副”的内容选择维

度和“类别呈现”的内容衔接维度,运用现代智

能技术,构建了一种多维分析图谱,搭建了可

视化分析平台[23]。还有研究者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在实践中应该同时符合学

科的知识结构与学生的认知规律,明确教材建

设过程中的“有所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材建设不能改变学科原本的知识结构”[24]。

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统编教材修订,应该依据新

课标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内容体系和具体要求而

增加、调整相关内容和篇目,以推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的有效实施。对一线教师来说,当务之急是如

何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灵活地、创造性地进行

基于相关内容的“专题教学”“大单元教学”“任

务群教学”以及“主题实践活动”。从现实状况

来看,这项工作的推进需要大规模的研究支

撑、教师的全员培训以及相关配套。目前的中

考、高考命题已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选材上的显著变

化,但如何在语文教育实践中科学合理地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教育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待研究者

持续关注、深入推进。

可喜的是,已经有很多语文教师作出了积

极探索。例如,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的刘

睿老师以“中国传统文化展板制作”为例开展

了新课标任务群的跨学科教学,将统编教材三

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整合成了跨学科学习任务

群,把主题设定为在年级举办一场“中国传统

文化展”,设置了设计展板内容、学写展板前

言、对展板进行解说3个任务。教师进而以学

习任务群为引领,将跨学科学习分成了4个板

块:首先,设置情境,创设任务;其次,以本单元

课文《纸的发明》为例,要求学生阅读文本,设
计展板内容;再次,回顾课堂教学内容,丰富展

板形式;最后,结合课程目标,延伸拓展。最终

让学生在真实的学习情景中感受到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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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CulturalConfidenceandPromotingtheInnovationofChineseCurriculum:
AnInterpretationofChineseCurriculum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 (2022Edition)

RONGWeidong1,TANGJiujiang1,TANGXinyue2
(1.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ChineseCurriculum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 (2022Edition)attachesun-
precedentedimportanceto“culturalconfidence”andstrengthenstheeduc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
culture,revolutionarycultureandadvancedsocialistculture”.Itguidestheeducationofthesethree
cultureswith“culturalconfidence”duetotheemphasisonthefundamentaleducationtaskofcultiva-
tingpeoplewithvirtueandculture.Italsoservesthemainsubjectsinthesethreeculturesasthe
learningthemeandcarrierformofthe“sixmajortaskgroups”ofChinesecourses.Inaddition,rele-
vantrequirementsinteachingandexaminationevaluationarealsoincluded.Therearethefollowing
theoreticalbasesbehindtheeduc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revolutionarycultureandad-
vancedsocialistcultureadvocatedbytheChineseCurriculum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
(2022Edition):therequirementsofthetimestobuildafirmlineofdefenseforideologicalsecurity,
strengthenculturalconfidence,andtokeeppacewiththetimesforChineseeducation;thecurriculum
attributeof“unityofinstrumentalityandhumanism”;andtheChinesecurriculumfunctionof“civili-
zingpeoplewithculture”.Theeducationofthesethreecultures,basedontheChineseCurriculum
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 (2022Edition),shouldbeguidedbyXiJinpingThoughton
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adheretothebasisoflanguageapplication,ac-
tivelyimplementtheteachingoflearningtaskgroups,insistontheunityofadvancedcontentand
studentspsychologicaldevelopment,strengthenthepracticeofChinesecurriculum,attachimportance
tothecomparisonofChineseandforeigncultures,andcarryoutrelevantpracticalresearch.Conse-
quently,itisexpectedtoenhanceculturalconfidence,andpromotethecontinuousinnovationandcoor-
dinateddevelopmentofcompulsoryeducationChinesecurriculum.
Keywords:Chinesecurriculum;curriculumstandards;culturalconfidence;“cultivatingpeoplewithcul-
ture”;learningta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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