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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and deepening of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the quality of Chinese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has been improved under the in�uence of the current new curriculum reform. In addition, under the in�uence of the thought of taking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of teach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quality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further highlighted. 
How to implement the advantages of both in the next teaching practice has become the key problem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at the current stag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try to analyze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quality education in teaching practice,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personal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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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教育事业改革的不断落实与深化，初中语文学科教学工作质量在当前新课程改革影响下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并
且，在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思想影响下，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更深一层的凸显。如何在下一步的教学实
践中将两者的优势进行落实，成为当前阶段初中语文教师所重点研究的问题。基于此，论文从初中语文教学实践出发，尝
试对教学实践中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作用落实发挥的策略进行分析，以此更好地促进初中阶段学生实现个人综合素质的全
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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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当前初中阶段教学实践而言，语文学科不仅肩负

着向学生传授语文语言基础知识以及培养其听、说、读、写

基本能力的重点任务，同时还承担着培育其人文精神内核的

重要责任。此外，由于初中阶段学生基本处于青少年发育的

关键时期，语文教育还可以以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素质教育核

心作为教学落实的关键基础，力求在提升其语文实践运用能

力的同时，为其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树立打下坚实

的基础。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贯穿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素

质教育核心，不仅可以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丰富，同时还能

够从根本上促进其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但由于传统应试教育

思想的错误影响，当前很多初中学校在语文教学中所落实的

文化传承以及素质教育环节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导致相关教

学工作未能将教学目标进行充分实现。基于此，论文在充分

讨论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优势以及实践教学客观存在问题

的基础上，为初中语文学科教学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行之有

效的策略指引 [1]。

2 初中语文教学中落实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
的意义

2.1 推动初中语文教学改革深化发展
从基本上而言，语文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得以在历史长

河中实现长久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对其形式以及内核

进行深入学习，不仅能够对相关学习个体的精神品质进行培

养以及强化，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个体的民族认同

感以及文化自豪感。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初中语文学科在教

学实践开展过程中将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进行落实的一个

重大意义，在于其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教学事业在落实改革发

展的基础上实现深化发展。相对其他教学阶段而言，作为义

务教育关键一环的初中，可以说是学生实现知识积累以及综

合素质能力提升的关键时期。而作为初中阶段的一门基础性

学科，语文从本质上而言则是学生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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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通过相关语言知识积累以及听、说、读、写技能的掌握，

学生才能够得以在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取得事半功

倍的效果。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落实文化传

承与素质教育，能够在不断提高相关的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

率的同时，推进教学改革工作实现深化发展。

2.2 开发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内容广度
同时，对于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实践而言，落实文化传

承与素质教育的意义，还在于能够在丰富教材内容的基础上

对教学内容的广度进行开发以及扩充，以此帮助教师从本质

上将语文课堂教学在学生综合素养提升过程中的作用进行

充分发挥。对于当前开展的初中语文教学实践工作而言，由

于教师受传统应试教育思想影响束缚，在教学实践落实过程

中仍局限于对相关语言基础知识点的枯燥讲解以及机械复

诵。在这样一种千篇一律的形式影响下，学生不仅会因此产

生懈怠心理，同时还会因此对语文教学工作落实的意义产生

质疑。而在文化传承以及素质教育理念融合下开展的初中语

文教学，不仅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新的知识，同时

还能够帮助教师在教学落实过程中打造符合教学目标的课

堂，以此在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同时，对其综合素质实现全

面发展产生强大助力 [2]。

2.3 帮助初中阶段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在于，语文学科从本质上

而言，便是文化传承以及素质教育的强有力代表。作为中华

文明数千年流传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语文学科并不是对汉

字的随机排列组合进行教学，而是对其在无数年历史以及文

化发展中所凸显精神品质的培养以及灌输。因此，就初中语

文教学实际而言，着重强调文化传承以及素质教育的意义，

在于其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特

质的同时，对其思想品质进行深层塑造，以此在帮助其树立

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从本质上提升其综合素养

的全面发展。

3 当前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中客观存在的
问题

3.1 教学思维存在滞后现象，无法达到素质教育目

标根本要求
作为初中阶段教学的重点核心学科之一，语文教学的

关键核心在于从提高学生知识储备以及语言应用能力基础

之上，对其包含创新意识在内的综合素质能力进行本质提

升。因此，其在本质上与当前素质教育发展要求存在着高度

相似之处。但对于当前初中语文教学实际而言，由于教师以

及学生长期受到应试思想的影响以及束缚，因此在教学工作

落实相关思维层面上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并不能与当前素

质教育发展目标根本要求深度切合。对于相当大一部分语文

教师而言，其在教学落实过程中，更多地是满足于对语文相

关基础词句的讲解。认为与其花费大量时间让学生理解课文

的框架以及内涵，不如让其针对相关考试范围重点的基础上

强化对语文基础知识点的学习。这样的方式虽然能够在短期

内对学生应试能力进行针对性的提高，但既无法学生帮助学

生理解语文教学的核心意义，也无法帮助其培养自身分析以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教学思维并不利于

学生语文核心素质的培育，同时还可能会对其综合素质的全

面提升形成一定的阻碍。

3.2 教学方式存在固化现象，活动未将文化传承进

行充分融合
与此同时，在当前阶段开展的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中，

作为课堂教学主导力量的教师在相关教学方式采用上存在

着明显的固化现象。通过一系列的单方面讲解以及灌输，学

生只能在“填鸭式”教学的影响下被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

在这样的教学方式影响下，很多初中学生会因此对语文学科

学习丧失兴趣。并且，由于这一方式的限制，部分教师在初

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开展的系列活动还会因此出现一定“删繁

就简”的现象，既未针对语文教学相关知识进行深度发散，

同时也未在综合学生学习实际需要的前提下将文化教育进

行融会贯通。在这样的前提影响下，学生不仅会因此对初中

语文教学理解出现一定的反感心理，同时还会对个人主观能

动力的发展产生负面的阻碍作用，不利于学生实现个人综合

素质的健康全面发展 [3]。

3.3 教学评价存在单一现象，未能将学生学习主体

性完全发挥
此外，对于当前初中语文教学实践发展而言，同时还

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教学评价单一化现象。对于较大一部分初

中语文教师而言，其对于学生进行的评价工作往往都局限于

对其考试分数的增减，既未对其在相关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

进行相应的衡量，同时也未对其在学习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

多元素质进行综合性考量。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当前部分学校在评价机制建立上，并未真正将学生在初

中语文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进行充分落实。在这样的前提影

响之下，不仅初中语文教学无法将文化传承的作用进行充分

发挥，同时还会因此背离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无法与学生

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完全切合。

4 如何将语文教学中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作
用进行充分发挥

首先，结合教学实际树立正确教育思维，在素质教育

要求下更新教学模式。在当前初中语文教学实践工作不断落

实的过程中，教师要想将语文学科所蕴含的文化传承以及素

质教育作用进行充分发挥，首先需要落实的一点便是在结合

当前教学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将自身教育思维进行正确树

立，以此在结合素质教育基本要求前提下对相关教学模式的

发展进行实时性更新。一方面，教师需要从过往应试教育思

想束缚下进行脱离，将语文教学工作聚焦在学生个人语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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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以及相关综合素质的发展之中，以此实现对相关教学模式

的更新。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从根本上将相关基本

知识的讲解进行落实，同时还需要在这一基础上将相关知识

点所蕴含的文学内涵以及其相关框架进行一个分解，从本质

上杜绝为教学而盲目教学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在相关教

学工作落实的过程中，教师还需要在结合学生实际反馈的基

础上对相关教学工作进行实时调整，以此从本质上使教学工

作更加适应学生素质发展的实际要求 [4]。

其次，综合学科特点运用多元教学方式，在活动中落

实文化传承基本要求。从本质上而言，语文学科因其特性所

在，天然存在着很高的文化属性以及历史韵味。因此，在对

初中语文相关教学模式进行更新的基础上，教师还需要在结

合学科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形式多元的教学方式，以此在相关

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将语文学科文化传承的基本要求进

行充分落实。一方面，教师可以在对教材相关内容进行整体

性分析的同时，将场景预设的方式作为教学工作落实的主要

一环。在这样的教学方式影响下，学生不仅能够深刻感受到

教学内容中浓厚的文化气息，还能够在场景的影响下对其进

行深入感悟，从本质上将文化传承的作用进行落实。另一方

面，教师在相关教学工作设置的过程中，还可以在结合初中

阶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教材中所蕴含的文化元

素进行充分挖掘，并通过演讲、讲故事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形

式充分融入语文教学实践之中，以此在满足学生综合素质全

面发展要求的同时将文化传承进行全面落实。

最后，切合教学发展设置科学评价体系，在教学中客

观评价学生发展情况。与此同时，在结合教学实际要求对文

化传承以及素质教育进行充分融入的同时，教师在当前初中

语文教学落实的同时，还需要在综合二者发展实际的基础上

设置具备高度科学性的评价机制体系，以此实现在教学过程

中对学生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评价的作用。对于这一

要求而言，教师一方面可以在结合教学实际推进的基础上，

将学生自评、互评等作为评价工作落实的重要参考，以此对

其在文化传承掌握以及素质教育发展上所取得的效果进行

充分展现。另一方面，教师在评价落实的过程中，还需要对

学生在学习中主体性地位进行确定，以此在确保评价结果客

观具体的前提下，对学生个人发展形成正向的推动作用。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初中语文教学实践落实过程中，教

师要想将文化传承以及素质教育的作用进行全面落实以及

发挥，不仅需要在摆脱应试思维的前提下对既有教学模式进

行更新，同时还需要在结合学生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将多元性

教学活动以及科学评价机制的作用进行完全落实，以此在满

足学生学习发展实际根本需要的基础上培养其健康的审美

情趣，进而在其确立积极乐观、坚韧向上人生态度的同时形

成健全的人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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