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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子文化融入常州地区初中语文教学研究
王文琴　于晨昀

（江苏理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传统文化下的中国熠熠生辉，由此更是形成了多种文化，不同的土壤孕育了涵义不一的文化特色，季子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季子在多个领域的贡献，使其与孔子被称为“南季北孔”。语文是初中阶段的基础课程，更是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

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日渐重视，这也再次凸显了语文课程的作用。本文立足常州地区的初中语文教学，对该地区语文教学中季子文化的融

入展开了探究，以此发挥课堂载体特征，实现继承传统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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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我国经过五千多年历史沉淀而形成的精髓，更是

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学习和感悟传统文化，我们

可窥见古人的智慧与勇气，更可领略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季子

文化和初中语文教学的融合，可引导学生学习季子“和善、致用”

的品质，逐渐养成健康的心理。面临现在的新课改与学科素养要

求，传统文化和初中文化的融合还有很多改善之处，更有很多本

土文化尚未被挖掘。本文立足常州地区所形成的季子文化，对初

中语文教学和季子文化的融合展开研究，笔者分别从新课标解读、

融合意义以及融合策略几方面入手，以此促进初中语文教学进程。

一、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新课标解读

（一）坚持学科素养引领，明确语文课程目标

相较于2001年与2011年出台的新课标中“三维目标”的要求，

2022 年修订的新课标更是以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与审

美创造四方面语文核心素养为统领，以此形成了义务教育阶段语

文课程的总目标。总目标包括 9 条，第一条是总体概括，二、三

从文化自信，四、五从语言运用，六、七从思维能力，八、九从

审美创造等方面加以论述。另外，新课标还对学段目标进行了调整，

通过“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

究”四类实践活动不同程度的呈现学段目标。每个学段目标要求

的最后，增加了该学段在落实目标的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的具体学习要求。

（二）强化“以文化人”取向，优化课程内容结构

突出“以文化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面的载体，与此同时，还可以选择能够体

现世界文明成果、科技进步，还有儿童日常生活的主题内容。从

实际来看，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四个学段内容的整合程度处于

日渐日程的状态，新课标中分了三个层面，共设置6个学习任务群。

每个任务群都与四个学段紧紧相连，以螺旋式趋势发展，不但能

够展现不同学段的特点，而且也帮助学生巩固了基础，做到和高

中语文课程相承接联系。教师以新课标为引领，在学习任务群的

安排上可以结合学段特点侧重。

（三）制定“学业质量标准”，呈现学生学习表现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学业质量标准制定主要立足学科素

养与表现水平的维度，结合学业不同学段课程的内容，将教学内

容分为日常生活、文学体验和跨学科学习三种语言应用情境，以

此呈现出每个学段学生的语文学习表现。学业质量整合了“识字

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实践

活动，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语文学业成就表现进行了描述，以此展

现学生在对应学段学习结束时应该具备的素养水平。每个学段语

文学业质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和衔接的，就此展

现出了层次性和整体性，对于学生学科素养评价是重要依据。

（四）明确“过程性评价”要求，凸显评价之导向性

2022 版义务教育新课标以学生核心素养为出发点，对于语文

教学采用的过程性评价和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均提出了确定要求。

通过过程性评价，教师可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

行改进，以对评价内容进行统筹。教师要以教学重点为切入点，

对不同学段水平进阶多加关注。另外，过去的教学评价主体单一，

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新课标要求要尝试使评价主体多元

化，应用不同的评价方法，使教学评价更具科学性与整体性。

二、季子文化融入常州初中语文教学的意义

季子是常州的人文始祖，是春秋吴文化的杰出代表。季子的

思想行为、道德品德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尤其对常州及常州后人产

生了深远的人文影响和精神成果。把季子文化作为乡土教材，融

入常州地区的初中语文课堂，让这里的学生从小就接受诚信、礼让、

和善、廉洁的宣传和教育，恰好是实现新课标的有效手段之一。

（一）有助于提升学生学科素养

在总核心素养视域下，语文素养包含了听说读写能力和学生

语文方面展现出的学识修养。想要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就需

要优化语文教学内容，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形成是以五千年历史积淀为基础的，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这不只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涵盖了深

层次的文化内涵。季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

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通过初中语文教学中季子文

化的融入，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文学作品，不断培养他们的

阅读能力与语文素养。

（二）有助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文化意识呈现日渐多元化的趋势，中华传统文化是华夏儿女

文化的象征，这不但汇聚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更是

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根本。基于此，传承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上述所述，

季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教师将季子文化引入到初中语

文教学中，在不断地引导下，学生也能够尝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

分析传统文化，继而形成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将自己视为传统

文化的传承者，这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季子文化融入常州初中语文教学的几点策略

（一）借助信息技术，展现常州文化

发达的网络技术预示着知识时代的到来，这也是信息时代的

典型标志，网络普及与利用程度更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展现教育

的发展，这就需要初中教师打造现代化教学模式，给季子文化和

语文教学的融合提供助力。例如，八年级上册的《苏州园林》是

一篇描述建筑园林的说明文，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希望

能够在拓展学生视野的同时，使学生关注家乡的名胜古迹，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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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苏州园林》结构清晰、语言简洁周密，

既准确又富有美感，由此可看出作者对苏州园林的喜爱。教师讲

解本课之前，可将 PPT 上传至教学平台，让学生课前预习，了解

课文的重难点。同时给学生留下课前作业，安排学生以组为单位，

搜集当地的本土文化，将其做成课件在课前上传至学习平台。在

学生制作的 PPT 中，我们可以看到常州有季子文化公园、规划中

的江苏省大运河季子文化展示中心等，学生在搜集资料、制作课

件的过程中，会留意到很多过去忽略的季子文化内容。课上，教

师给学生讲解完《苏州园林》的内容后，就可结合常州当地的季

子文化进行拓展。每个小组可派出代表阐述《苏州园林》的主旨，

聊聊自己对苏州园林的了解，随后针对本次课前搜集活动，学生

又有哪些心得体会。最后，教师给学生总结课上内容，这不但使

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也进一步提升了学习效率，也可以锻

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增进学生传统文化了解，做到熟知常州文化。

（二）融入本土文化，展现文化内涵

中华儿女经过长久的繁衍，形成了生生不息的华夏精神。中

华文化不进有着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又有独树一帜的特殊性。初

中语文和季子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想要取得丰硕成果，就可以以

本土文化为抓手，对季子文化进行创新。每个人的乡土情结都是

与生俱来的，教师可以以本土文化为着力点，激发学生兴趣，使

他们更愿意参与学习活动，就此做好教学“迁移”工作，提升初

中语文的教学质量，创建科学的语文教学模式。例如，学生学习《社

戏》的内容时，教师就可以突破传统教学方式，不直接讲解课文，

而是给学生先以视频导入，可采用《双推磨》。在视频中，学生

可听到悦耳动听的锡剧音乐，二胡、琵琶、三弦以及扬琴等乐器

不绝于耳，将学生注意力引至课堂。随后，教师引出“民风民俗”

的概念，以知识迁移的方式，引出“社戏”，然后开展相关活动。

讲到此处时，教师就可融入本土文化。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季子文化自然也就成为常州地区初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

江苏省大运河季子文化展示中心落户钟楼区，未来将成为常州城

市文化品牌“中吴风雅颂”重要载体及老城厢文化新地标。规划

建设江苏省大运河季子文化展示中心，增添常州老城厢东部板块

的文化内涵和容量，使季子祠与嘉贤坊、文笔塔、天宁禅寺、大

佛塔、红梅阁交相辉映，组成儒、释、道“三教同缘”“三教圆融”

文旅高地，打造诚信常州，再现君子之邦。这种方式下，学生对

于社戏有了更多了解，还对常州当地的季子文化传承有了跟多了

解，实现语文教学和季子文化教育“双赢”的效果。

（三）进行角色扮演，宣扬季子文化

初中生勇于挑战、敢于创新，他们有着十分蓬勃的活力，又

兼具张扬的个性。笔者认为语文教师可对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创新，

将季子文化融入其中，这不仅可以满足学生心理方面的诉求，也

可让季子文化教育趣味性更强，吸引学生目光，激发他们对未知

领域的探索欲望，点燃研究季子文化的热情，增强教学效果。季

子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值得称赞的

事情。其中，“三次让国”的典故流传至今，得到了很多人的称颂。

由于季子有贤明、有才德，因此父亲想要传位于他，季子的各位

兄长同样认为其可称可为，因此不仅未出现兄弟相残，而且还争

相拥戴，但季子坚持让位于兄长。其父临终前，约定兄弟以此相传，

季子顺理成章成为国君，但季子依然不肯接受。祭昧时候，按照

约定季子应继位，但第三次拒绝。因为季子是在不想成为国君，

所以退隐于山水之间。教师可以此为故事内容，让学生以此为主题，

根据描述和个人理解，创编“三次让国”的剧本，一周后课上进

行表演。这一活动能够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更可将季子文化和

语文教学充分结合在一起。学生可利用课下时间，搜集相关典故

的信息，通过头脑风暴创编与季子文化相符的剧本，继而进行演

出。从服饰与人物介绍，到仪态与台词，再到个人品质，给其他

学生贡献精彩演出的同时，也让学生对季子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激烈了更多文化内涵。

（四）开展研学之旅，注入“季子”基因

研学活动就是所说的研究性学习，其本质为研究性学习与旅

行体验结合的一种校外教育活动模式，可以说是校内外活动有效

衔接的一种创新。该方式继承与发展了我国的传统游学、“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与人文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已

经成为了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学生定期参与学校的研学活动，能

够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眼界。研学游也可以看作是学校

教育和家庭教育链接的桥梁，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学生在主题研

学中，学习到了更多课外知识，可将课内知识带到课外。季札文

化是常州文脉之根、常州文化之源，常州与临近地区有很多季子

文化的遗迹。学校可确立研学旅行的主题，如“听常州历史品季

子文化”。活动开始前，教师组织学生换上学校统一准备的汉服，

由教师统一带领，参观季子庙、文笔塔、嘉贤坊，了解文笔塔中

蕴含的历史文化，聆听季子让国的历史典故，学习古人躬行拜礼

的仪式。经过开展活动的开展，可以让常州当地的学生和家长更

加深入的了解常州的人文历史，增进和古人的交流，推动季子文

化的传承，这些也一定会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对于后续的

初中语文教学活动大有裨益。

四、结束语

季子文化和初中语文教学的融合不但能够对季子文化进行传

承，而且也能进一步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使其思维情

感更加丰富，逐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笔者认为教师应该

首先意识到季子文化的重要性和初中语文的联系，将文化作为载

体，丰富教学资源，拓展教学活动，增加课外生活内容，通过二

者的深度融合，实现季子文化的传承。本文中，笔者首先对新课

标进行了解读，随后分析了季子文化和初中语文教学融合的意义，

最后针对如何实现融合，提出了借助信息技术，展现常州文化；

融入本土文化，展现文化内涵；进行角色扮演，宣扬季子文化；

开展研学之旅，注入“季子”基因的建议，以此为二者融合探寻

到一条有效路径。我们希望在新课标要求下，初中语文教学内容

可更加丰富和立体，季子文化也可以成为常州的名片，将常州推

向全国，乃至世界，以此展现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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