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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革命文化课文教学实践问题与优化路径
徐银银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小学，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革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继承与弘扬。语文课程在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优势。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选编了大量的革命文化题材类的课文，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当前，小

学语文革命文化题材课文在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主要有：历史知识与学生生活距离远、革命文化资源整合利用程度低、革命文化教育与语

言文字运用相脱离。探索解决这些实践问题的优化路径，能更好地实现革命文化类课文承担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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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清晰地指出，“语文

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

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革命文化是党和人民在革命年代艰苦奋斗形成的文化，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好革命文化题材课文的意义与作用，

是落实语文核心素养中“文化传承与理解”内涵的重要内容。

一、统编小学语文革命文化题材课文编排概况

在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语文同历史、思政（道

德与法治）等人文学科共同承担着革命文化教育的任务。文以载

道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教师在面对革命文化题材课文时，要

立足文本、尊重文本的基本价值取向，还要关注教材的编排意图，

才能真正利用革命文化课文的载体功能，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

标。

（一）教材编排特征

革命文化题材课文占比增多。在自 2017 年 9 月起义务教育阶

段使用的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在课文总量减少的同时，革命

文化题材类的课文却增加了。据统计，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共

有 320 篇课文（不包含拼音课和低年级识字课），其中，革命文

化题材的课文有 34 篇，所占比重达到了约 11%。教材文本是学生

获得知识的有效途径，是教师实现传承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如

此厚重的比例不难看出编者对小学生进行革命文化教育的重视程

度。

革命文化题材课文编排循序渐进。革命文化主题是语文教学

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方向，起着继承传统与创新思想的作用。统编

版小学语文一至六年级这类课文共有 34 篇，遵循学生认知发展的

规律，每一学段都涉及此类课文，课文的数量的深度不断增加。

如在低学段中，一年级《升国旗》一课让学生认识国旗，知道升

国旗的仪式与要求，学会尊敬、爱护国旗。二年级《朱德的扁担》

《邓小平爷爷植树》等课文，意在让学生了解历史背景，并领悟

伟人的精神品质。中高年级的《军神》《黄继光》等篇目，则让

学生在历史中感受革命先辈的爱国情操与精神品质。

呈现方式“专题”与“分散”相结合。统编小学语文一至三

年级教材中，革命文化题材的课文主要以单篇形式呈现，根据各

单元的语文要素，这类文章散布在各单元。从四年级开始，革命

文化篇目以人文主题的形式聚焦；到了五、六年级，每册均编排

一个革命文化主题单元。具体汇总见表 1：

表 1 统编版小学语文革命文化主题课文分布

年级 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篇目

一年级 《吃水不忘挖井人》

二年级 《朱德的扁担》《难忘的泼水节》《邓小平爷爷植树》

三年级 《不懂就要问》《我不能失信》

四年级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梅兰芳蓄须》《延安，我把你追寻》

《黄继光》《小英雄雨来》

五年级 《少年中国说》《圆明园的毁灭》《小岛》

《军神》《青山 处处埋忠骨》《清贫》

六年级 《七律 长征》《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灯光》《我

的战友邱少云》

《十六年前的回忆》《为人民服务》《金色的鱼钩》

（二）选材文本特征

革命文化课文题材以写人叙事为主，课文主要描述革命事件

与英雄故事。统编版小学语文中的革命题材课文内容主要围绕以

下几个方面：1 伟人故事：如《朱德的扁担》讲述朱德同志和红

军战士们一起挑梁的故事，体现朱德对战士们的关心和以身作则

的品质。2 英雄事迹：如《梅兰芳蓄须》，讲述了现代中华民族

伟人的故事，让学生在故事中体会革命志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为

了民族解放而展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3 在和平年代涌

现出的典型事迹与人物，同样是学习革命文化的作品载体。教材

编写了一些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甘愿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

人物事迹，如《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歌颂了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

《千年圆梦在今朝》讲述了我国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以及航天工

作人员热爱祖国、勇于探索的精神；《桥》则写出了在国家建设

的过程中，基层干部奉献自我为人民服务。

二、统编小学语文革命文化题材课文教学的实践问题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放置了革命文化题材类的课文，这是

语文课程中国家意志的体现。在教学实践中，革命文化题材类的

课文不仅培养学生的革命文化情感和价值观，对学生的语文核心

素养也有很大的发展。目前，虽然有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

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但还存在着历史知识与学生生活距

离较远、对革命文化资源整合利用程度不高、对革命文化教育和

语言文字运用存在一定脱节的问题。

（一）历史知识与学生生活距离远

“当前的革命传统篇目之所以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主要是革命传统篇目与青少年之间有一道

代沟。”革命文化题材的课文是围绕革命人物的事迹或革命年代

叙述的故事。其文本所反映的时代与学生的现代社会无论从时间

上还是空间上都存在较大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学生难以通过文本

或简单的画面走进故事情境，更难达到思想上的共鸣。再加之，

革命文化题材文本中刻画的人物多是英雄人物、榜样人物，学生

认为这些人物遥不可及，更无法感受其情怀。

例如，在二年级上册《朱德的扁担》中，通过描写朱德同志

与战士一起挑粮食，展现朱德同志在生活中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的品质。然而，当今多数孩子没有体验过扁担挑重物，甚至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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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是何物。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借助实物或图片、视频等让学生

了解、认识扁担，但无法让学生体验挑着中午走五六十公里的山路，

学生难以体会其艰辛与困难。这种无法将课文中的学习要点与学

生生活中能够切合的要害联系起来的教学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感受革命精神只是停留在表面。

（二）革命文化资源整合利用程度低

作为思想文化教育的教学资源，革命文化类课文所承载的价

值因素在现实教学中的整合和利用程度并不高。在统编小学语文

教材中，革命文化题材内容不仅以课文的形式呈现，还出现在课

文后的链接、语文园地等中，但在教学实践中，老师们常常就课

文讲课文，教学时带着学生孤立地处理课文本身，而忽略了以课

文为核心的其他课程资源，更忽略了课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三）革命文化教育与语言文字运用相脱离

众所周知，革命文化类课文具有的思想感情与人物品质是教

学过程中需落实的重点。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常常出现教师将

落脚点几乎全放在思想教育上，而对课文本身语言文字理解与运

用关注甚少，使得这类课文上得更像思想政治课，少了许多“语

文味儿”。

例如，六年级上册《狼牙山五壮士》一课，为了突破让学生

体会狼牙山五壮士为国为民、勇于献身的英雄形象这一重难点，

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讨论法，即引导学生讨论：“五壮士为什

么不走那条‘可以追上部队’的路，而是把敌人引向绝路？”学

生结合历史背景及当时情境，在激烈的讨论中摸索人物做法背后

蕴藏的精神品质。笔者认为，作为语文教学，我们可以结合课文

中的语文要素进行教学：例如，从五壮士奋勇英勇跳崖的直接描

写中体会英勇、从敌人残暴不仁的侧面描写体会坚毅、从五壮士

痛歼敌人的动作和神态描写体会英雄精神，这样的教学更具有语

文味道。总之，教师教学时既要充分发挥革命文化类文本特有的

育人价值，又要关注语文要素的落实，将品析语言文字与感悟人

物思想感情融为一体。

三、小学语文革命文化题材课文教学的优化路径

针对当前革命文化题材课文在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要充分发

挥这类课文的育人作用，就必须对教学路径进行优化。

（一）立足学生本位，拉近生本距离

革命文化题材类文本中所讲述的人物与事件都在特殊的历史

背景下发生的，与当今生活在和平、幸福环境中的学生距离较远，

从而限制了他们对文本内容的深入理解和期待。因此，教师要利

用各种方法，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1 借助材料阅读，加深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教师可鼓励和引导学生查阅资源，这也是“借

助资料理解课文内容”这一语文要素在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中的实

践练习。2 借助影视作品拉近与学生的时空距离：革命文化类文

本一般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影视资源，如教师在执教《吃水不

忘挖井人》这篇课文时，可先让学生观看《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

了解红军和红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降低了学习的难度。

3 巧用红色景点等，拉近生本距离。小学阶段的学生形象思维还

是占据主导地位，教师可在教学中渗透名人故居、文化博物馆等

红色旅游景点，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涉及适合的红色研

学活动，让学生在空间上与革命文化战士们更近，在体验中更加

懂得革命先辈们的无畏精神与英雄气概。

（二）立足学科本位，实现文道统一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很自然地渗透实现在语文教材设计中，发挥了语文教材在育人

方面的特有优势。“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双线组元的编排

方式，也是统编版教材的一大亮点。统编语文教材是按照宽泛的

人文和具体的语文要素来组织单元的。教材中革命文化题材课文，

分别被编排在各自的单元中承担着具体的“语文要素”学习，即

使是以“革命文化”为人文主题的 6 个单元，也承担着各自的单

元“语文要素”的教学任务。每一篇课文、每一个主题单元在蕴

涵思想价值的同时也明确指向了语言文字训练，达到了知识传授

与价值引领的完美融合。

因此，在学习革命文化类文本的同时，我们不可因其德育价

值、文化观念的厚重或复杂，降低了对语言文字本身的分析与学习。

例如五年级下册《军神》一课中，在教学刘伯承忍受剧痛接受手

术时，引导学生抓住“一声不吭”这一细节，对比“紧紧抓住”“青

筋暴起”“汗如雨下”及“抓破床单”等的描写，再联系下文刘

伯承和医生的对话“我一直在数你的刀数”，让学生站在刘伯承

的立场上来想象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心理活动，如“我可以忍受得住，

我一定能战胜它 ! 一刀、两刀、三刀 ......”“那么艰苦的战争，我

都能挺过来，这小小的手术又算得了什么 ......”。抓住课文中的动作、

语言、心理描写等，体会刘伯承当时的内心活动，不仅能帮助学

生饿顺其自然理解“一声不吭”的含义，还能让学生更好地体会

人物品质。

总之，在立足语文学科本位、体现语文学科价值的基础上，

寻找文本在语言文字和德育内容之间的重点和结合点，提高统编

教材的育人价值，这是用好统编教材的重要目标。

（三）立足教材本位，整合优势资源

教科书是经过专家学者和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反复研讨、

实地调研，花费长久的时间撰写的官方用书。其集科学性、适用性、

系统性等于一体，是教师教学的首要读物，是教师教学的直接依

据。教师要充分利用教科书提供的教学资源，这就需要教师要有

课程构建意识，充分挖掘、整合课程资源，而不是将文本奉为唯

一之“本”。除课文之外，教材的单元导读、课后习题、阅读链

接、语文园地等内容，也是教师要重视的内容。以人文主题和语

文元素为依托，增强单元整体意识，对教学内容进行统筹规划、

精心设计，有条不紊推进教学内容，相信能收获更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教师还可以发掘课外资源，与时俱进传承革命文化。例如，

在教学“追寻红色记忆”“航天宣讲员”时，可结合课程调动学

生参与红色景点介绍、航天知识宣讲活动等，让学生在多样的学

习活动中实现学习目标。

革命文化类文本的教学对引领学生健康品质的发展意义非凡，

教师在进行革命文化题材课文教学时，要了解统编教材的编排特

点，以学生为本，不断探索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教学的优化路径，

在提升学生语文能力、落实核心素养的同时丰富革命文化的新时

代内涵，让学生在革命文化精神滋养下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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