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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育农村高中学生的文化自信是新课改及新高考背

景下高中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找到适应高考、适合校情学情的

文化自信的培育方法是广大农村高中语文老师的迫切任务。我们

通过创新高中语文课堂的教学方式，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究培育文化自信的实施

途径。让学生形成热爱中华文化的感情，提高道德修养，增强文

化自信。这既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也是高中语文核心素

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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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高中学生的文化自信是新课改及新高考背景下高中语

文教育的重要任务，找到适应高考、适合校情学情的文化自信的

培育方法是广大农村高中语文老师的迫切任务。传统的语文教学

偏重于语文知识的讲解与运用，导致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缺

乏文化自信，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也不强。我们通过创新高中语

文课堂的教学方式，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究培育文化自信的实施途径。让学生形

成热爱中华文化的感情，提高道德修养，增强文化自信。这既是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也是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体现。这既



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也是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体现。经

过一年的教学实践和教学研讨，我们对农村高中语文教学中培育

文化自信实施途径进行了初步探究。

一、归纳梳理高中古诗文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与价值观

当代学者张岱年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与价值观提炼出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

的观点，这对我们深入探究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教育指明了行之有效的途径。我们通过梳理教材中古诗文篇章，

归纳概括出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赤胆忠心的家国情怀、天人合

一的和谐理念、舍身为国的担当精神、皓首穷经的治学精神、刚

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恬然旷达的处世哲学、尊师重教精神、忠孝

精神、宽宥包容精神、追求平等和冲破传统思想束缚等传统文化

内涵与价值观，并对教材篇章分门别类，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堂教

学。

二、践行古诗文“群文阅读”教学理念

 新课标和部编版教材的指出，我们要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和尊重，有助于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爱国感情和文化自信，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在学习任务群里也强调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和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由此看出，中

华传统文化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所占比重之大，而古诗词的积累、



鉴赏成为学生学习的重点。为了提升学生的古诗文阅读能力，教

师不仅要开阔学生的古诗文阅读视野，还要丰富学生的古诗文阅

读经验，群文阅读教学模式应运而生。这有助于开阔学生的古诗

文阅读视野以及丰富学生的古诗文阅读经验等。为此，我在进行

中紧紧围绕“立足教材，确定主题；围绕主题，精心选文；关联

选文，相得益彰；共读群文，达成共识”四个方面，深入探究高

中语文古诗文群文阅读教学的一些有效策略。 

三、古诗文与现代文互为改写再创作

利用传统古诗文改写成现代白话文，也可以讲古代散文改写

为律诗、词和古体诗，将古诗词改写为古代散文，这是一个提高

学生语文素养的很好手段。改写就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古诗文改写就是将学生积累的古诗文中最精华的篇章进行再创

作,这样既重视储备积累，又引导学生表达;既锻炼了学生的想象

力、创造性思维，又落实了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既提

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有，又真正的丰富了学生的写作技巧。一次

诗改文的创作就是一次古典文学和现代白话文的双重体验，一次

诗聚究历史、民族文化的有双收生。

四、尝试实施吟诵教学法，促进古诗文吟诵教学课堂变革

平长仄短传古韵，诗词吟诵送新风。古诗文吟诵是学生学习

古诗文最原始也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之一，可以让学生领悟到诗文

的丰富内涵，体味到其韵外之致，得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和



体验。吟诵不仅有旋律和节奏，对记忆背诵有极大功用，而且其

读法遵循古诗文的声韵格律，拉近与古人的距离，与之气息相通，

从而为课堂教学注入更为强烈的古为今用意识、更为浓烈的人文

色彩，有助于深入理解和内化体会，是提升古诗文教学质量和经

典诵读水平的高效方法，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

门径和抓手。

五、开发校本教材，构建文化常识资源库

（一）构建了“古典文学教学资源库”。

比如，汉字构造追本溯源、文言实词虚词、文言句式、文言

修辞、文言句读、文言文翻译、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体常识诗

词曲赋散文的文体常识、古代文学常识、对联常识等知识体系。

（二）充分延伸拓展高必修教材中的“梳理探究”内容。

我们充分延伸拓展高必修教材中的“梳理探究”内容，为学

生树立文化自信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1.在必修一中设置的“优美的汉字”，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

到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通过对每一种字形的展示，让学生感受到

汉字的音韵之美和意蕴之美，正是这种美诠释着中华文化的魅力，

让学生增强了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及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2.在必修二梳理探究之姓氏源流的学习中，让学生了解中国

姓氏的起源和发展脉络，学生通过寻找与自己姓氏相同名人的故

事，来讲出前辈的优良品质并使之发扬，以此来增强自豪感和认



同感；

3.必修三中梳理探究还有关于交际中的语言运用，让学生领

略到中国称谓语的丰富多样，学会根据交往的目的、场合、对象

的不同，通过交际语言的学习，打开了一扇了解传统文化的窗口，

让学生找到文化的归属感和文化的自豪感。正是这样的文化寻根，

这样的激励与感召让学生对中华文化有了无比强大的自信心，在

梳理探究的活动中提振文化自信也就成为语文教学中树立文化

自信的重要方法。

六、利用课堂内外的边角时间积累充实和强化识记

充分利用课前 5分钟，按照不同时段、不同板块内容，交替

让学生积累充实、强化识记和反复刺激。

（一）名篇名句情景式默写。

用 PPT展示高考考察篇目名句的情景式默写，抽学生轮流作

答，这里抓住了学生拿到语文试卷普遍要率先看名篇名句默写的

心理，学生也会主动地去强化记忆篇目名句，腹中有诗气自华，

胸藏文墨，在表达交流和写作为上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

（二）古代文化常识积累。

用 PPT 展示文化常识选题（四选一），文化常识涵盖国学文

化学生对这个“刺激”兴致很高，台下的学生总是跃跃欲试、争

相抢答。在系统化的训练，不断的“刺激”，不仅让学生对国学

文化经典产生浓厚的兴趣，掌握并巩固了所学知识，这是最直接、



最有效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式，也是培育文化自信的最佳

捷径。学生考试得分率相当高。

（三）成语典故和俗语积累。

成语语言浓缩凝练，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

它既代表了一个故事典故，又是一种现成的话，从某种角度上讲，

是中华历史文化的浓缩很多又有比喻引申意义而被广泛引用。在

语言表达和作文中能较频繁地使用成语，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

重要体现。追本溯源，集腋成裘，即便是三字成语能再现文化历

史，如将相和、莫须有、闭门羹、刀笔吏、邯郸梦、空城计、金

不换等等，五字、七字、八字、九字成语也充分这经典故事、承

载着厚重文化底蕴，有的也是名言警句。由于成语有数千，我们

就筛选出易混淆、难辨别、较生疏的，通过用 PPT 呈现给学生，

每天记住 3个左右，坚持三个月，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文学

“功底”，势必提升了学科素养，增强了文化自信。

七、传授古诗文阅读理解之“绝招”，提振文化自信之底气

（一）文言文翻译与讲授

教学中教师花大量时间热衷于“言”的枯燥讲解，忽略了对

“文”的分析鉴赏，教学效果事倍功半。

理解和翻译文言文是农村高中生比较头痛的事，长期教学研

究过程中积累了一套“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即“抓动词”。动

词是表情达意的关键，学生掌握最基本的语法常识，锁定文中 30



个左右的谓语动词，整篇文章就剩下以动词为点线的“骨架”，

翻译难题便迎刃而解。只需要让学生记住：率先找到一个句子的

谓语动词，那么动词前面的代词、人名是主语，动词前面的名词

是名词作状语，动词前面的副词也是状语，动词后是宾语；状语

在动词后面为状语后置，定于在动词前面为宾语前置；句中副词

修饰动词和形容词，形容词修饰名词；句中时间、地点、人名、

地名、职务、物品等无须多翻译。

（二）古诗词赏析技巧。

常见的古诗词讲解与赏析多采用背景分析、知人论世、表达

技巧、思想情感、题材主题等程式化模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

跳出这种古诗词赏析模式。诗言志，词言情，一首诗词就是作者

在讲述或倾诉自己的情感世界，是一段情感体验，也是讲述一段

故事。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三个要点：一是把一首诗词当作作者在

讲述一段故事、一段情感体验；二是展开充分的想象和联想，构

建画面或场景；三是诗词语言凝练，可采用疏通文言文的方式展

开故事情节，与作者进行对话。

七、作文素材植入文化自信

让学生多积累有关文化自信的素材增强文化自信心。充分提

取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知识

储备，通过典型的事例和有代表性的言论引领学生让文化自信的

种子生根发芽，去积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自信的讲话内容，



去积累《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国

家宝藏》这些栏目传递文化自信的重要信息。学生热情高涨地去

搜集了很多素材，更好地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

八、实践活动培养文化自信

开展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运用语言文

字的能力和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教师要为学生搭建各种平台，

让他们在实践中树立起文化自信。比如为学生开设传统经典知识

学习讨论课程，让学生将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作品与同学分享；

在平时的课堂上还可以开展“每天一诗”“每周一文”的活动，

组织诗歌朗诵比赛、历史故事比赛、古诗词默写大赛、读书笔记

展示大赛等。也可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黑板报等向学生介绍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创设传统文化的校园育人氛围。在形式多

样、精彩纷呈的活动中，不仅各种能力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是

在这些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对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九、声情并茂地诵读，培养学生语感

教师声情并茂的诵读也是教习古代文学的必经津梁，也是培

养学生语感古文家姚鼐曾说过：“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

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由此可

见，教学古代文学备课固然需要沉思冥想，但要得其精髓，非诵

读不可，教师的示范也会感染和熏陶学生。笔者曾经让学生用苍

凉曲调读出《垓下之围》中霸王别姬时的慷慨悲歌，用雄浑沉重



的调子读出高祖还乡时的《大风歌》，曾经让学生边击桌边吟诵

渔父的《沧浪歌》，用时而感伤失落、时而乐观旷达的感情读《滕

王阁序》和《赤壁赋》，学生体验式朗诵和体悟式默读，达成生

本相融共振的教学效果。

总之，无论是语文课程的属性还是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都

决定了在语文教学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性。语文老师在平时要通过多种方式和

手段来对高中生接受这些文化的热情以及兴趣进行调动，要全方

位、多角度、多途径渗透文化知识，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

生树立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