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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不言而喻。中办和教社科
两次发文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出国民教育应该渗
透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加强对青少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但是目前却出现年青
一代国人对传统文化缺乏认知认同，导致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面
临式微。这一切现实都迫使我国加快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母语教育又处于学生三观形成关键期的中学语文教育，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极佳时机和绝好方式。而传承的根本
载体是教材，正如编教材的中央领导所言：“教材编写实质上就是
国家行为。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国民[1]。”如此背景
下，“部编本”语文教材横空出世，该教材站在国家行为的高度编
写，遵从国家的意志，在教材中大量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期实现教育的最终目标“立德树人”。那么“部编本”初中语文教
材渗透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文研究此问题。

1  初中语文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国家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多次发文指导教育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部、中办以及“部编本”教材编写
者都强调初中语文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要求指导方
向。研读其中对初中语文教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要求
对教育教学有指导意义。

1.1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
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简

称“纲要”）。《纲要》指出当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但是，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却存在“教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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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系统性、整体性还明显不足，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
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待完善，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有待提升，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合力有待加强。”等问题[2]。
基于此，《纲要》从课程和教材体系的角度指出“推进大中小学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
衔接、系统推进，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富有民族自信
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重点是“深
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落实在课程中即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
的社会关爱教育；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
这要求“部编本”语文教材在编写上需要将以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内容渗透进去，《纲要》还指出“初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为重点”[2]2- 4，因此，研究“部编本”
初中语文教材应着力研究如何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解力。

1.2中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弘扬《纲要》提及的
核心思想理念；第二弘扬自强不息、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第
三弘扬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文化内容，如处世方法、生活理念
等。《意见》提出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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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
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
础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
程和教材体系。”“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
材。”4-6等要求，这些要求都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
念、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各个层次、各个学段和各
个领域的教材，以多种方式落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1.3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
议》要求

温儒敏在《“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
建议》特别提到“部编本”教材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做到“整体规划，有机渗透”，要处处考虑尽可能服务立德树
人的目标。他提出“注意把那些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特别是两个‘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
融入教材的文章选篇、内容安排、导语和习题的设计等诸多方
面，融入语文所包含的语言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让
学生乐于接受，起到润物无声的效果。”[1 ]5 由上述可见，“部
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是极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
精神的陶冶作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优良品德有层次和
有体系地渗透在语文教材的编写当中。

尤其是选文和单元结构体例上，提出‘部编本’语文教材
的课文选篇遵守“经典性，文质兼美，适宜教学，适当兼顾
时代性。”等标准，不仅在数量上增加并强调传统的经典课文
的重要性，还增加名著导读和课外古诗词诵读，努力将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到实处。

2  “部编本”初一下册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2.1选文篇目的数量分析

“部编本”初一下册语文的选文篇目如下表格所示，整个
七年级下册共24篇课文，6个单元，课文遵循“教读一自读一课外
阅读”的“三位一体”的教学结构编排教读课文是重点，需要教师
花大量的时间专研和教授。自读课文，是学生根据所学知识技能自
主阅读，往往是自主性泛读课文。在“部编本”初一下册的课文中，
古文没有自读课文，自读课文集中在近现代作品和外国作品。当
然，近现代作品占比过高，因而自读课文集中于该部分也无可厚
非。教材中的古文不设自读，都设教读课文，体现了“部编本”语
文教材编写的理念：守正创新，注重选文的经典性，将优秀经典的
古文课文教授给学生。（如下表）

2.2 选文的内容分析 -- 以第四单元“中华美德”课文内
容为例

从上述教材数量以及优秀古文占比看，“部编本”重视传
承古文中特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内容上，“部编本”初
一下册语文教材共六个单元主题，分别是“杰出人物”“家国
情怀”“平凡小人物”“中华美德”“托物言志”“探险科
幻”，所选的课文都是符合这个单元主题的内容，并且渗透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四单元“中华美德”尤其明显，单元主题“中华美德”，人
教版主题是“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主题选取赞扬民族文化的
文章，如《安塞腰鼓》、《社戏》等课文。而“部编本”将这个单
元主题换成了“中华美德”，加入《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驿路梨花》、《最苦与最乐》、《陋室铭》、《爱莲说》五

单

元

单元

主题
序号 课文 古文 今文

外国

作品
教读 自读

第

一

单

元

杰出

人物

1 邓稼先 √ √

2 说和做--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 √

3 回忆鲁迅先生 √ √

4 孙权劝学 √ √

第

二

单

元

家国

情怀

5 黄河颂 √ √

6 老山界 √ √

7 土地的誓言 √ √

8 木兰诗 √ √

第

三

单

元

平凡

小人

物

9 阿长与《山海经》 √ √

10 老王 √ √

11 台阶 √ √

12 卖炭翁 √ √

第

四

单

元

中华

美德

13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 √

14 驿路梨花 √ √

15 最苦与最乐 √ √

16
短文

两篇

陋室铭
√

√

爱莲说 √

第

五

单

元

托 物

言志

17 紫藤萝瀑布 √ √

18 一颗小桃树 √ √

19
外国诗

两首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 √

未选择的路

20

古

诗

歌

五

首

登幽州台歌

√

√

望岳 √

登飞来峰 √

游山西村 √

己亥杂诗 √

第

六

单

元

探 险

科幻

21 伟大的悲剧 √ √

22 太空一日 √ √

23 带上她的眼睛 √ √

24 河中石兽 √ √

总

计

24 课
5 17 2 17 7

（“部编本”初一语文下册选文数量统计表） 篇课文，意在将课文中包含的优秀品质潜移默
化传递给学生，更加直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最苦与最乐》体现的是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学生首先要明白
自己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尽这个责
任，从而体会人生最大的快乐。《陋室铭》表
现作者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追求
声色娱乐的生活态度，以及得出“陋室不陋”
的观点，展现了传统文化中俭约自守、中和泰
和的生活理念。《爱莲说》歌颂君子出淤泥而
不染的美德，而《叶圣陶先生二三事》表现的
叶老先生谦和守礼、待人宽厚、严谨自律的高
尚品质，这些都给学生以高尚品德的熏陶，体
现了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
育。《驿路梨花》讲述的哈尼小姑娘传承雷锋
精神，帮助别人，体现了“讲仁爱、扶危济困、
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

综上所述可发现，“部编本”初中语文教
材很好的体现了“整体规划，有机渗透”的思
想理念，课文选篇，篇篇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处处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学生保质
保量的精神渗透。由此可见，国家以及编者对
语文学科教育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苦
用心。这也提示语文教学一定要关注初中教材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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