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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家国情怀  浸染精神底色
——例谈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

陈佳明

（江苏省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江苏 常州 213131）

摘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中指出“学生要通过语文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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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文化底蕴。”随着政策导向与课程目标的发展，在统编教材的逐年修订中，红色革命经典

类文章的比重逐年提升，教师通过此类文章的教学帮助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借助红色革命文化浸染精神底色，就显得尤为重要。深掘文

章的教学价值，紧扣核心素养的发展需要，打通教学真问题，才能将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的“立德树人”价值落到实处。

关键词：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核心素养

在统编教材的编写体例中，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拥有巨大的

教学价值。这类文章的编排，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利用

红色革命经典文章的人文性与思想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和道德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立德树人” 的教育总目标。

因此在部编教材全面施行，每年细微增删调整的过程中，红色革

命经典类文章的篇目逐年增加，且题材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

基于这样的现实需求，如何利用统编教材中的红色革命经典

类文本，在学生心中深植家国情怀，将文本的深厚内涵及其背后

的精神文明财富落到实处，成为一线教师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红色革命经典类的教学价值

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的教与学，相较于

其他类型的文章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内涵。作为一名教师，

要想充分发挥此类文章基于文学范畴之上的“立德树人”作用，

首先必须厘清此类文章的教学价值。

（一）遵循教育发展的导向

2014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意见》，第一条就强调“立德树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视野核心所在，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本质要求。”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

布的《关于升华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

第一点就提出“坚持立德树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由此可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依托国家课程标

准与时代发展需求，为学生渗透国家的精神意志十分重要。“书

中有红色，心中有祖国”，教育势在必行。而教材正是政策导向

与教育理念发展的直观体现，也是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有利教学辅

助工具。

此类文章的教与学，于学生而言，有助于奠定良好的品德素

养和人文素养，促进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

教师而言，也是夯实素养、落实理念、获得发展的大好契机。因此，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的教学不仅不可或缺，

而且必须重视。

（二）实现课标要求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学课程标准（2022 版）》中特别提出

了本次新课标的修订原则，其中明确强调“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安全、生命安全与健康等重

大主题有机融入课程，增强课程思想性。”在实践中也可以发现，

这类文本对于学生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以及语文学习有着重要

而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教师必须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和准确的教

学资源把握，尽可能有效地达到课标的要求，实现课程的目标达成。

（三）解决教学中的师生真问题

基于“政策导向需渗透、立德树人需落实”的教学要求，红

色革命经典类文章的教学必不可少。然而此类文章的教学，对于

师生双方而言都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

于教师而言，首先，教师自身积淀可能不足。身为一名人民

教师，在学科教学的经验与能力上大多具有较高的水准。但面对

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的解读与把握，如果之前没有进行过细致系

统的研究和梳理，很容易陷入虚假教学、无效教学的境地。因此，

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教师需要提升自我的专业素养，汲取红色经

典文章中的营养知识，沉淀自身的文化素养，才能利用红色革命

经典类文章，对学生进行有效深入的教育教学。

其次，教师教学所能借鉴的资料有限。虽然身处信息时代，

各种信息与资源层出不穷，但受到题材等种种原因的限制，教师

所能借鉴的有效资料极其有限，这就导致教师的教学力度和教学

模式受到了限制。而这也是教师利用红色经典革命文章进行教学

时的一大问题。

第三，教师对于此类文本的研究动力不足。在以往的教材中，

虽然也有此类文章的编排与教学，但并未作出理念与目标达成上

的强调。而且相较于童话、寓言、小说等文本题材，此类文本的

特殊性，让部分教师投入的研究动力不足，无法产生真切的教学

共鸣。但是，基于目前的教学与时代发展需求，红色文化经典在

教学中的比重逐步增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通过

探究与分析红色经典文章来对学生进行红色教育，并通过其对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但这样的一组矛盾，会随着统编教材的

深入施行和教师的研究教学，在课堂实践中得到缓解与解决。

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的教学对教师来说存在挑战，对学生而

言，也有不小的困难。

首先，距离遥远理解难，代入感弱。教师结合时代发展要求，

对学生进行红色教育势在必行。但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因为红

色经典的革命文章中的时代背景与学生当下所处的时代背景大不

相同，进而导致学生因时代距离远而代入感较弱，以此产生理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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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难的现象。

其次，价值观念差异大，难有共鸣。因为所处时代都不同，

就会导致不同时代的人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比如《八角楼上》

第一自然段中出现了“艰苦斗争的年代”一词，即使出示了当时

的图片，但这种强烈的时代印记，仍然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差异巨

大。正是在这种的差别下，学生无法产生准确而深入的共鸣，这

也就意味着学生无法准确理解文章所要表达出的思想感情和内涵，

自然也就难以通过学习此类文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第三，资料易查难提升，实效不强。伴随着信息技术 2.0 时

代的到来，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互联网教学辅助软件越来越多，

学生利用互联网的辅助作用，查阅红色经典革命篇章的文本资料、

影视片段等十分容易、便捷。但是这样的资料查阅与辅助理解只

能停留在极浅的层面，如果缺少更进一步的引导与深入，学生很

难获得更进一步的认知体验与精神感悟。培养红色精神，感悟红

色意志，深植红色文化，也就如无根之木，无从谈起。

二、红色经典类文章的教学策略

（一）紧扣语文要素，确定适当目标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中指出“语文课

程应引导学生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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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核心素养”。

而课程总目标的达成，需要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细化、调整，在

课堂实践中转化、落地。不同年段的目标设置与学生的真实学情，

又要求教师厘清单元的教学价值，设定合理的教学目标，在螺旋

上升的目标阶梯中，实现课程目标的达成和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部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的第六单元以“革命先锋”为主

题，编排了《刘胡兰》《朱德的扁担》《难忘的泼水节》三篇课文，

是低年段中十分难得的集中展示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主题单元。

以《朱德的扁担》为例，结合 2022 版课标“初步懂得幸福生活是

革命前辈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换来的，激发对革命领袖、革命家、

英雄人物的崇敬之情”的目标设置，本课教学目标可以这样设置：

1.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认识并能正确书写“扁、担、战、军”等生字，读好“井

冈山根据地、山高路陡”等词语；

3. 结合资料，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理解“根据地、围攻、会师”

等词语的意思；

4. 结合课文关键词语，说说大家越发敬爱朱德同志的原因；

5. 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品质，生发出对革命先辈

的敬爱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

梳理与研究”等教学目标的四个维度都需要教学中有所体现。教

学目标的设置只有符合年段要求和学生真实学情，才能构建起科

学有效的教学阶梯，为学生语文学习与素养发展的服务。

（二）紧扣文本特点，凸显文章价值

针对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教师特别需要深入解读文本特点

与情感内涵，在解读过程中剖析文字的细腻情感，结合文字的时

代背景，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最终在教学中凸显文本价值，

让学生的文本学习与精神成长落到实处。

例如《青山处处埋忠骨》一文的教学中，结合作者“领袖”

与“父亲”的双重身份，可以设置双重情境。作为一名父亲，得

知自己的儿子牺牲在战场，他心中是何种滋味？究竟要不要把尸

体运回来？看到这封前方发来的电报，他心中会做何感想？如果

接回了自己的儿子，那还有千千万万别人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又

会做何感想？在课堂中，可以引导学生分别站在父亲和领袖两种

不同的身份立场上，开展思考与讨论。在这种矛盾复杂的情感纠

结中，作者那种常人的情感、伟人的胸怀就自然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当学生结合资料，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之后，那份

为大国舍小家的动人精神会更加深入人心。这种精神情感的真切

体会，就是文本价值得到实现的最好体现。

（三）融通媒体资源，拉进认知距离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结合现实的教学需求，教师可

以通过借助媒体资源，拉近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复现文中所

描绘的场景，让学生产生尽可能直观的体会，进而实现学生红色

思想和红色精神的培养与提升。需要注意的是，红色媒体资源库

需要在筛选、提取、整合的基础上完成建构，以保证媒体资料的

真实、科学、可信，真正为教学服务。

《梅兰芳蓄须》一文，记叙了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拒绝为

日本人演出的事情，列举了梅兰芳先生藏身租界、蓄须、装病等

几个具体事例。特别是在装病这个事例的品读过程中，为了让学

生对梅兰芳不顾生命危险、捍卫民族尊严的行为产生更深入的认

知，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更加立体，教师可以适当补充梅兰芳好友

黄秋岳做汉奸的例子，与梅兰芳的行为形成对比，在对比与反差

中完成对梅兰芳形象的立体认知，让革命精神、民族气节在学生

内心深处扎根。

三、结语

语文教育也是学生的精神教育，在教育过程中为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学生的精神内涵，是语文“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直观体现。扣住红色革命经典类文章的教学，让学生的红

色精神得到培养，红色内涵得到深化，红色基因得到奠定，是每

一个语文 老师必须坚守的职责，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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