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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蕴含的红色文化，包含了舍生取

义的人物史，不畏艰难的奋斗史，我党光辉的革命史。学

生阅读、学习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助于学生在重要的

人生时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

培植家国情怀，树立人生理想，潜移默化地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的内涵是丰

富的。这里所说的红色文化具体指统编教材中选录的五四

运动以来，反映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富

强等经典文学作品。论文中的红色文化指红色精神文化。

传承的红色基因，就是传承红色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面

对困境时不畏艰险的英勇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追求

理想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建设祖国而吃苦耐劳、无私

奉献的爱国精神。这些理想信念、奋斗精神，就是精神的

生命基因，是构成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脊梁，

是学生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 [1]。

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工具性是

通过语文课程，培养学生语言的运用能力和实践能力。人

文性是学生在阅读文章过程中，思想上受到熏陶和感染，

获得情感体验。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教学

中，只关注于工具性，语文便失去了灵魂，只关注人文性，

语文课便成了思想教育课，失去了语文味了。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教师关注了工具性和人文的统一，由于这些红色

文化作品中，与当下学生的幸福生活有一定的时代差距感，

也会面临一些现实的困境。

时空的差异，学生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地理解红色文化

中所蕴含的精神实质，无法真正达到心灵的颤动，就产生

与文本的隔膜感。这也就导致学生只重视语文的工具性，

忽略了精神层面的熏陶，主要表现在学生将文章蕴含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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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实质作为掌握工具性知识的辅助手段。

初中语文教学是以单篇推进，这些蕴含红色文化的篇

目在整个初中学习阶段中是比较分散，构不成系统性。导致

学生在阅读、学习这些篇目时，需要一些历史性的资料作为

学习的辅助。每学一篇都需要了解背景，学生学完一篇，这

些学习活动便结束，缺乏系统的整合。

初中阶段，教师教学任务重，时间紧。教师在教学这

些红色文化的文章时，往往只是一味地自我沉浸式讲解，思

想上的灌输，忽略了阅读主体的情感认知。这种停留在思

想认识上的表面刻板性，会让学生忽略了红色基因传承的内

核，没有真正地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人文情怀的

熏陶也陷入流于形式的困境。

初中教学中，会存在各学科各自完成学科的教学任务，

各学科缺少协作，教学也只局限在自己的学科之内。语文课

上涉及的知识，学生可能在历史、思想政治课已经接触，但

对于更深层次的感悟，又陷入浮于表面的尴尬 [2]。

统编教材中蕴含红色文化的篇目，从不同的角度展现

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意在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培养学生

的精神品质和家国情怀。在实践过程中，教者要在思想上提

高站位，在教学方法上，要着眼于言语，立足于学生的发展

特点，顺应学生的认知规律，引导学生在思想上产生共境、

共情。

再现场景，既可以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再现视觉图景，

也可以是通过语言在头脑中构建想象图景。在语文的学习

中，更高层次的感染，是内在想象图景的构建。通过语言还

原场景，入情入境，这是更能打动学生心灵的方式，也是消

除隔膜的有效方式。

例如，在开展《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课，在描写松骨

峰战斗时的壮烈。教学时，引导学生抓住“匆匆”“很低

的”“光光的”“小”等词体会地形的不利；通过数字，如

“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等体会敌众我寡的情况；通

过“摔”“扑”“抱”“掐”等词感受我志愿军的英勇。学

生入情入境地反复朗读，一股英勇的力量便在心中滋长，深

深地被志愿军的精神打动，学生的心灵也得到生长。

语文课堂不仅要融合语文要素和人文情怀，还要融合

思想政治、历史等学科要素，也需要契合各种红色基因传承

活动。语文只局限一篇课文，这是小语文的境界。融合各种

红色基因要素，也就是协同育人，这是大语文的境界。红色

基因的传承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要将语文学科融入整个红

军基因传承的框架之中，才能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的教育体系。

例如，在开展《老山界》一课时，这单元都是家国情

怀的文章，单元语文要素养是“学习精读”“把握抒情方式，

感受作者情怀”“学习做批注”；红色精神内涵就是红军

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山——老山界，赞美了红军顽强的意

志、大无畏的英勇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语言要素就是

路径，红军精神便是精神归宿。二者融合，文章才会体现它

的价值。同时，还需要融合其他学科，在教学这篇课文时，

可以融合历史学科上学习的红军长征艰难、红军长征的历史

意义等。还可以融合已有知识，如融合毛泽东的《七律·长

征》等。再者，要与活动融合，学习完本课，可以继续开展

讲红军长征故事会、绘制红军长征路线图、写我们的“长征”

故事等活动，将学生的学习推向更深入，将红军长征的精神

内涵融入学生心中，传承长征精神。

统编初中语文课本的选文，是学生学习的范例，在挖

掘文本红色文化的价值时，要通过多维度的思考，深化学生

家国情怀。

例如，在开展《邓稼先》一课时，这是一篇人物传记

的文章，文章先展示背景“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再表现邓稼先为国不辞劳苦的赤子情怀。通过语言要素体会

邓稼先的赤子情怀后，换角度来讲述故事，可以通过邓稼先

的亲人视角来看待邓稼先默默奉献的 28载；还可以通过邓

稼先同事的视角来讲述邓稼先的故事；还可以迁移出本篇课

文，关注当下，如钟南山教授、张桂梅校长。思考他们的人

生价值和意义。换个视角，通过不同的形式，激活学生的热

情，将爱国具体化、可感化，从而在学生的心中，树立榜样，

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3]。

统编教材的特点是由单篇文本扩展到“1+X”多篇阅读，

再到整本书的阅读。阅读蕴含红色文化的文章，能够为学生

提供信仰的支撑和精神的动力。学生浸润在更多的文学作品

中，自主阅读，才能发挥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

红色基因传承的路径，是多元的。通过阅读、学习统

编初中语文教材中蕴含红色文化的文章，是红色文化与语文

的融合，是学生红色精神传承的体验和感悟，是中学生红色

理想信念的坚定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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