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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语文教材中中华文化认同内容的

教学实现

李胜清，周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明确指出，要通过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中华文化的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总目标，促进文化认同，建立文化自信。据此，以教

科书为切入点，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七年级语文教材中的分布情况，进而提出三种

实现路径：设计明确议题，利用群文阅读展开教学；扎根语文课程，跨学科展开教学；基于课文内容，开展多样化语文实践

活动。中华文化认同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实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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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中华文化认同是培养牢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要保障。《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指出，要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要让学生

学好这三类文化就必须充分利用好语文教材。语

文教材中蕴含丰富的中华文化内容，基于此背景，

本文从语文教材入手，为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提供

相关的教学路径。

１　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及其对学生发展
的价值

１．１　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上提出“中华文化认同”这一概念，“中华文化认

同是指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长期发展中，开始接

受和认同民族文化，并在具体行为中表现出对这

种文化产生的归属感”［１］。中华文化认同包括认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革命文化、认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经数千年发

展而形成的思想文化及其物质结晶，包括价值取

向、风气习俗、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性格气象

等［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

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

“革命文化”一词最初出现于１９２３年瞿秋白
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随后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化”指的就是新民主

主义文化，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又代表着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４］。到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

革命文化是党带领人民不断奋斗的产物，是我们

民族特有的精神印记［５］。革命文化这一概念在

不断地更新，其涵盖的时间范围也越来越广，总的

来说，革命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为人民谋幸福

的文化产物。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代

表时代前进方向、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是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以中国为基础，面向世界，面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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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未来的先进文化［６］。概言之，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并在

其基础上发展成为“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

未来”的文化。

１．２　中华文化认同对学生发展的价值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以

下简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要继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红色文化并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体现我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７］《课标》

指明学生要学习这三类文化，语文教材作为语文

课程知识的载体，应该在教学中积极融入中华优

秀文化，以实现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新形势下，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倡导、教学的内在需

求以及时代氛围的感染之下，加强中华文化的认

同教育是必然趋势。回归到语文教学与教材之

中，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对中学生发展的价值主要

体现在人文关怀、道德素养和文化诉求三个方面。

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

精神。中华文化中有很多促人积极向上的内容：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乐观；“千

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意志；“静以

修身，俭以养德”的操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

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怀等，学习这些精神宝藏，

可以让学生从教材中汲取文化精华，感受深厚的

人文关怀。

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道德素

养。中学是培养学生价值观、塑造学生人格品质

的关键阶段，语文教材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将对学

生道德素质的提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语文教

材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体现在各个方

面，包括以“孝亲敬老”和“天下国家”为主题的综

合性学习，以及以爱国、敬业为中心思想的课文

等。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的同时，道德品质也会

受到影响，从而提高道德素养。

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能够满足学生对文化的需

求。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可能

会受到冲击，许多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中

学生很容易在现代化浪潮中迷失方向。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在于，它能够为学生提供指引，满足学

生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多中学生对中华文化存有

好奇之心，但他们只知其博大精深，探究不出所以

然，所以开展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对学生深入探索

文化真谛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能满足学生的好

奇心和精神文化需求。

２　中华文化认同在语文教材中的内容
呈现

初中语文教材中分布着多样的中华优秀文

化，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传承，

还有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弘扬。这些优秀文化

在丰富语文教材内容的同时，也为语文教学提供

了大量的教学资源。本文以七年级语文教材为

例，构建关于中华文化认同内容在语文教材中呈

现的框架，并探究其呈现的特点。

２．１　中华文化认同在语文教材中的分布与体现
初中七年级语文教材上下册共６４篇课文，其

中涉及中华文化认同的课文有５７篇，占据了教材
的绝大部分篇章。中华文化认同在七年级语文教

材中的分布状况见表１。
表１　中华文化认同在教材中分布情况统计

类别 数量

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４１篇

革命文化 １２篇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４篇

从表格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教材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２．１．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呈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七年级语文教材中分布

最广，主要体现为古诗词和文言文等。在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课文进行分析后，将其从体裁上分

为五个小类，具体分类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分类情况统计

分类 数量 代表篇目

古代诗词 ２６篇
《天净沙·秋思》《望岳》《行军几日思

长安故园》

古代散文 ６篇 《诫子书》《活板》《论语》十二章

古代小说 ５篇 《狼》《咏雪》《割席断交》

古代寓言 ３篇 《卖油翁》《穿井得一人》

古代神话传说 １篇 《女娲造人》

古代诗词在初中七年级语文教材中占比最

多，共有２６篇，所选诗词涵盖了从先秦到清朝的
各个时期，涉及的题材类型多样，包括田园诗、咏

史诗、边塞诗、羁旅诗等。同时，从表达方式上，这

些诗词可以分为以景抒情和叙事抒情两类。这些

诗词的情感主要表现为爱国思乡和咏史怀人。古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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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散文在初中七年级语文教材中主要以分散安排

的方式呈现，选文的难度适中，符合初中七年级学

生的认知水平。这些选文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学习

文言文的基础，并加深他们对古代文化的认识。

选编的古代小说，情节大都简单有趣，学生可根据

此类课文大致了解古代社会的风貌，并且通过学

习蕴含哲理的小说故事领悟为人处世的道理。选

编的古代寓言通常篇幅较短，故事中的主人公形

象各异，赋予万事万物意义并使其成为故事的主

角。这些故事将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或道理巧妙

地隐藏其中，从而为学生提供启示。神话传说在

古代人们想象的基础上，解释了许多奇异现象，这

些神话故事在文化发展中逐渐丰富定型。尽管在

七年级语文教材中仅有一篇神话传说作品，但其

流传广泛，深受学生喜爱。同时，它为学生打开了

一扇了解人类起源的窗户，拉近了学生与古代文

化的距离。

综上所述，七年级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题材数量众多，覆盖范围广泛。这些

题材从远古时期开始，记录了中华文化在各个阶

段的发展成果，为学生营造了一个文化氛围浓厚

的学术天地。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潜移默化

地汲取更多的文化营养，增强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并最终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２．１．２　革命文化在教材中的呈现
革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在教材

中按照内容可以划分为民族精神、英雄模范、群众

力量和个人奋斗四个部分，具体如表３所示。
表３　革命文化内容分类情况统计

分类 数量 代表篇目

民族精神 ７篇 《老山界》《黄河颂》

英雄模范 ３篇 《谁是最可爱的人》《纪念白求恩》

群众力量 １篇 《白洋淀纪事》

个人奋斗 １篇 《创业史》

七年级语文教材选编了１２篇涉及革命文化
内容的课文。这些课文中，既有集中展现爱国情

怀的民族精神，也有为青少年树立榜样作用的英

雄模范；既有群众力量的展示，也有个人奋斗的体

现。这些课文较为全面地将革命文化内容融入教

材中，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革命文化的内涵和价

值。此外，四个类别包含记叙文、诗歌、通讯等众

多体裁。诗歌是革命情绪爆发的呈现，记叙文是

战士们抗日救国事迹的证明，通讯是对“最可爱

的人”的真实记录，多种体裁交叉安排在教材的

各个单元，能让学生在红色文化中得到充分的滋

养，感受到浓厚的爱国情感，激发学生对革命先烈

的缅怀之情，也能让他们深深地体会到当今生活

来之不易。教师在教学中要利用好教材中的革命

文化因子，让学生了解并接受革命文化，最大程度

上实现对革命文化的认同。

２．１．３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教材中的呈现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材中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公民层面，可以按照内容将其划分为爱国、敬业

和友善三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教材中的呈现

情况如表４所示。
表４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分类情况统计

分类 数量 代表篇目

爱国 １篇 《邓稼先》

敬业 ２篇 《邓稼先》《太空一日》

友善 １篇 《猫》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七年级语文教材中表现

形式多样，主要以人物事迹和动物故事为主，让学

生多方面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人物

事迹围绕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介绍了这些人物的

丰功伟绩，通过事迹把他们的爱国情感和敬业精

神展示出来。“邓稼先”“杨利伟”是选入教材中

的鲜明代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受到他们精神

的感染，产生爱国热情和工作热情。动物故事一

方面是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一方面也适用于学生

价值观的培养。课文通过展现人与小动物之间的

友好相处，培养学生对他人友善、为他人着想的品

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教材的融合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语文教材的育人价值，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能让学生快速接受并理

解，学生受到正确的社会价值引领，从而成为真正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青年。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认同贯穿语文教材的方

方面面，教师利用教材实施教学，不仅能使学生受

到文化的熏陶，也能在此过程中促进其专业技能

的提升。

２．２　中华文化认同在语文教材中呈现的特点
通过梳理七年级语文教材中中华文化内容，

可以看出三类文化在教材中的分布情况，同时，中

华文化在七年级语文教材中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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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注重细节的呈现
七年级语文教材注重从细节上呈现中华文化

内容，除了课文中显而易见的中华文化内容外，教

材中各种类型的插图就是体现中华文化的细节之

处，根据文化类型的不同，教材中的插图风格也不

一样。如，七年级上册中《次北固山下》安排了一

幅“行舟绿水前”的水墨画，七年级下册中《登飞

来峰》所用的插图是启功的一幅书法作品，《爱莲

说》的积累与拓展部分展示了赵孟瞓的真实笔

迹。水墨画和书法都是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典型代表，这一类课文大多以富有中国气韵的插

图为主，把中国式审美展示出来。革命文化插图

需要还原真实情景，以黑白色调凸显其庄重、严肃

的风格，《老山界》课文中的插图真实再现了当时

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艰难以及老山界的地势险峻，

《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的插图把白求恩在手术台

上的场景描摹得栩栩如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

容可以用照片呈现和记录。《太空一日》课文中

插入杨利伟在载人飞船中的场景，课文的描写加

上照片的直观感受，让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插图的形式展示中华文

化，不仅是教材注重中华文化认同细节的表现，也

使全文字的课本添了一些色彩，学生也因此会更

愿意学习教材，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会更深入。

（２）表达内容集中且深刻
中华文化认同内容在教材中分布范围极广，

基本渗透教材的各个板块中，并且大部分的内容

集中在一个单元或板块。比如，七年级下册第二

单元编排了四篇弘扬革命文化的课文，同一主题

集中分布在同一单元。教材还集中编排了课内外

的古诗词，课文中的古诗词一般将四到五首诗词

集中安排在一起，组成一篇课文，课外古诗词诵读

集中编排在单元的最后，一册教材安排两组诗词。

将承载中华文化的内容集中编排，有利于师生高

效率地进行群文阅读、单元教学。同样，中华文化

所表达的内容是有记忆点的，会给学生留下深刻

的印象。教材选编的中华文化内容的课文，涵盖

历史上、现代社会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出现的

重要人物，《老山界》展现了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奇

迹———红军长征；《太空一日》以杨利伟自己的口

吻将“神舟五号”首次进入太空的伟大壮举记录

下来；教材还选入了邓稼先、白求恩等重要人物的

事迹，使教材中中华文化所表达的内容更加具体

深刻。教材内容集中且深刻地促进了学生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为高效率教学中华文化打好基础，同

时让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加持久。

（３）注重整合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由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

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

个部分组成，中华文化认同在教材中所表现的内

容与语文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相契合，并在教材

中注重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整合。比如，蕴含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言文中，有古今异义、实词、

虚词的使用，让学生积累更多的字词、了解字词在

不同时期的使用意义，在语文实践过程中获得相

应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教材体现中华文化内

容的阅读板块，引导学生用思辨性逻辑感受文学

形象、审视文学作品，在此意义上，中华文化认同

教育具有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古诗词会营

造符合意境的氛围并将诗词蕴含的图画美呈现出

来。在学习古诗词过程中，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会得到相应的训练与提高，评价与鉴赏的思考过

程也能激发学生的创造灵感。中华文化在教材的

呈现本身就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

３　中华文化认同在语文教材中的教学
实现

中华文化的内容渗入语文教材的各个部分，

如何充分发挥语文教材的作用，实现中华文化认

同呢？在结合相关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

教学路径，以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运用教

材中的中华文化要素，发挥其以文化人、立德树人

的文化功能。

３．１　设计明确议题，利用群文阅读展开教学
倪文锦老师指出：“群文阅读是指老师引导

学生阅读多篇有关联的文本，通过梳理、整合、联

系、比较等方式，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其语言

特点、写作方法、情感表达等，从而使阅读由原有

的读懂‘一篇’走向读通‘一类’。”［８］群文阅读的

展开，需要确定一个明确议题，并且此议题要能引

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能够围绕议题积极展开

讨论。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诗词为例，七年

级语文教材选取的古诗词在题材上包括田园诗、

咏史诗、边塞诗、羁旅诗等，一个题材包含了多篇

课文，所以在众多题材中选择其一进行议题设计，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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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议题将多篇诗词串在一起，探讨比较出异同

点，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对这一类题材的认识。

比如，王湾的《次北固山下》、马致远的《天净沙·

秋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李白的《春夜洛城

闻笛》都属于羁旅诗题材，具体情况如表５所示。

表５　羁旅诗具体情况分析

诗词名称 主要内容 情感抒发 表达方式

《次北固山下》 描写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景色，内心情感流露 思乡之情 借景抒情

《天净沙·秋思》 以多种景色组成一幅秋郊游子图，透露出哀愁的基调 思乡之情 借景抒情

《夜雨寄北》 作者身处异乡时给故乡的妻子写信，描述眼前的环境和表达内心的情感 思乡之情 借景抒情

《春夜洛城闻笛》 诗人在洛阳的夜晚，被长笛勾起了心中的情绪 思乡之情 借景抒情

　　通过表５的分析发现，四首羁旅诗在情感抒
发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共同点，同样都是抒发思乡

之情且表达方式都是借景抒情。因此，可以以

“诗词中的他乡游子与思乡之情”为议题，围绕此

议题设计以下三项活动。

活动一：找出诗词中的意象，分析并总结四首

诗词中的共有意象，联系意象，发挥想象，描绘诗

词中景象，初步体会他乡游子思乡之情的异同。

活动二：对四首羁旅诗进行比较，引导学生认

识四首诗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而把握羁旅诗的

特征。

活动三：引导学生拓展学习其他朝代的羁旅

诗，让学生体会中国人独特的“思乡情结”，并由

此展开讨论，加深对“游子思乡”的理解。

通过设计层层递进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在比

较中体会诗词中景与情的关系，分析羁旅诗词的

特点，总结出羁旅诗的学习方法与规律，并由此展

开对其他诗词题材的学习，让学生在学与用的过

程中不断提升学习古诗词的能力，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样地，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也可以采用群文阅读的教学方式，这两

类文化各自也有着不同的主题，例如，两类文化中

都有关于人物事迹的描写，因此可以从人物事迹

入手，将教材中以人物事迹为主的课文组合成一

个群文阅读文本，以“课文中的卓越人物”为议

题，让学生学习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不同的

英雄人物及光荣事迹，让学生围绕“我心目中的

英雄”展开讨论，深化学生对“英雄”的认知。

由此可见，群文阅读可以实现“从这一篇到

这一类”的阅读，不仅有利于学生扩大学习中华

优秀文化的范围，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还

能帮助学生积累更多的中华优秀文化知识，使学

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３．２　以语文课程为主，跨学科展开教学
跨学科教学是指在保证学科内在逻辑的基础

上跨越学科边界，打破学科界限，以一种主题或议

题为载体，整合学科间相互关联的知识和方法，以

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活动［９］。在语文课程中

实施跨学科教学，须以语文课程为主。在教学过

程中加强语文课程与其他学科课程的融合，以此

加强学生对三类文化的学习。

教师在讲授涉及革命文化内容的课文时，需

要补充大量的革命背景、革命经过、战争史实等知

识，以借助历史学科课程中的相关知识展开教学。

如教材中选编了三篇以革命战争为主题的课文，

即描写红军长征的《老山界》、体现抗日救国的诗

歌《黄河颂》以及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谁是最可

爱的人》。在讲授这三篇课文时，可以将历史与

课文内容相结合，让学生了解相关史实，以此加深

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具体如表６所示。
从表６可知，教师在讲授三篇课文时都可以融

入相关的历史学科知识，如在教学《老山界》这篇

课文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学习活动———历史我来

说，让学生按小组展开关于红军长征的知识整合，

明确红军为什么长征？长征经过了哪些地方？长

征途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印象中最深的事是什

么？帮助学生建构起关于长征的认识，这样在学习

《老山界》时，学生就对“长征精神”有更深的感受

和理解。同样地，在学习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课文时，也需要补充大量背景

知识。如，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敬业”这一

类别的两篇课文《邓稼先》和《太空一日》，涉及原

子弹、氢弹的设计和研发，体现杨利伟太空飞行的

奥妙，在这些科技成果上，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相关

知识可以为语文学科提供帮助。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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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语文与历史联合开展跨学科教学部分课文示例

名称 历史学科 语文学科

《老山界》 红军长征时，已经冲破了敌军的四个包围圈，开始翻越山界
了解文章的时间顺序

感悟红军的长征精神

《黄河颂》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
掌握诗歌朗诵、鉴赏的技巧

理解课文中体现的民族精神

《谁是最可爱的人》 朝鲜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志愿军战士支援朝鲜、英勇反击美军
能够综合运用表达方式

学习志愿军的优秀品质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其知识领域广而深，
教师在教学三类文化时，要善于看到不同学科文

化之间的交叉，利用这种交叉展开教学，不仅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帮助学生建立起更加

完整的知识体系，形成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但与此

同时也必须谨记，在语文课程中开展跨学科学习

必须要以语文课程为中心，本末倒置的做法会使

语文课堂丧失语文学习的本质。

３．３　基于课文内容，开展多样化语文实践活动
语文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语言文字的

学习必须借助实践才能完成，而语言文字是文化

的载体，因此，学习文化也必然在实践中进行。但

实际课堂教学中，学生很少有机会去践行文化，停

留在书面上的学习使学生对文化的认识较为浅

薄，很难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因此，在教学中开

展多样化的语文实践活动不仅符合语文课程的本

质要求，也是落实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为了充

分展现中华文化的价值，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根

据实际情况和课文内容，积极开展多样化的语文

实践活动，在多样化的实践活动中弘扬中华文化。

《课标》明确指出三类文化在教材中的主题

及载体形式。教师可以根据载体的差异，从教材

中选出三篇课文，如以传统节日为载体的《行军

九日思长安故园》，突出新中国重大成就为载体

的《邓稼先》以及以革命事迹为载体的《说和

做———记录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在讲授这三

篇课文时，可以基于课文内容开展多样化的语文

实践活动，具体如表７所示。

表７　部分课文的语文实践活动示例

名称 载体 校内活动 校外活动

《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传统节日（重阳节） 节日诗词大比拼 组织登高活动

《说和做———记录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革命事迹 主题征文活动 参观红色文化基地

《邓稼先》 新中国的重大成就 “两弹一星”我知多少 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

　　从表７可以发现，语文实践活动可以贯穿校
内外。以《邓稼先》为例，在讲授这篇课文时，教

师可以提前布置“‘两弹一星’我知多少”的任务，

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了解邓稼先的生平，

知道“两弹一星”的由来，知晓科学家科研时经历

的艰苦，并就此讨论自己的感悟，让学生以分享的

方式系统学习这篇课文。除此之外，可以组织学

生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并给学生布置以下

任务。

任务一：记录参观途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

部分。

任务二：参观后，你对邓稼先的了解多了哪

些？与书上内容有什么相同与不同？

通过这两项任务，拓展学生校外实践活动深

度，以此丰富学生的课内学习，打通课内课外的联

系，让知识在生活中找到落脚点。丰富的语文实

践活动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课文内容，加深对

文化的理解。在开展活动和完成任务时，教师要

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设置，力求活动和任

务丰富多样且适合当下学情。

总之，七年级语文教材作为实现中华文化认

同的载体，教师在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时要努力挖

掘教材中的现有资源，充分利用教材展开以文育

人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１］张艳明，关健．中华文化认同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教

学路径研究［Ｊ］．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

（４）：５－７．

［２］王陆正，赵岩．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中华文化认

６



第１６卷 李胜清，等：七年级语文教材中中华文化认同内容的教学实现

同”：内容呈现与教学路径［Ｊ］．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２１
（２）：３４－４３．

［３］牟钟鉴．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Ｊ］．社会科学战
线，１９９０（１）：１１３－１１９．

［４］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７０６－７０９．

［５］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４－５．
［６］宁先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解析［Ｊ］．理论导

报，２０１２（２）：１１－１３．
［７］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２２版）［Ｓ］．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１１．
［８］倪文锦．语文核心素养视野中的群文阅读［Ｊ］．课程·

教材·教法，２０１７（６）：４４－４８．
［９］李洪修，崔亚雪．跨学科教学的要素分析、问题审视与

优化路径［Ｊ］．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２３（１）：７４－８１．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Ｇｒａｄ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ＬＩＳｈｅｎｇｑｉｎｇ，ＺＨＯＵＸ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ｉｎ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ｌｙ，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ｕｓｔ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
ｇｏ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ｉｓ，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ｇｒａｄ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ａｎｄｔｈｅ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ｔｈｒｅ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ｃｌｅａｒｔｏｐｉｃａｎｄｕ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ｔｅｘ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ｘｔ，ｓｏａ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ｇｒａｄ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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