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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融入中国革命传统文化方法研究 
胡秋芬 

（张家港市乐余高级中学  江苏省苏州市  215621） 

摘要：中国革命传统文化是我国发展过程中不能遗失的重要精神力量，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需要去保护、去传承的瑰宝。故此，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老师并不能只将教学重心放在课本知识的内化上，而是要有目的、讲策略的将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与知识内

容进行融合，逐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祖国荣誉感，让学生愿意自发肩负起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时代责任。本文详尽阐明了高中

语文教学融入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意义，并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中国革命传统用文化融入策略，期望可以进一步促进语文教育与中

国革命传统文化的融合，对相关老师起到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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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观历史来看，我国在每一个发展转折点都诞生了璀璨的中华

文化，包括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在内的各种优秀文化，已然成为激励

国人前行的重要精神图腾，是需要所有国人去传承颂扬的。尤其是

在如今全球化环境中，中国革命传统文化正在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

如何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

话题。高中生身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储备力量，理应成为中国

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为此，在开展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老

师要下意识的调动教材知识内容中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资源，要通

过各种合理策略将教学与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帮助学生在

掌握语文知识的同时，积极接受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熏陶，完成意

志品格的塑造。故此，研究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融入中国革命传统文

化的有效方法策略，具备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融入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意义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与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中的有效融合， 直观

的改变就是丰富知识内容的内核，在提升教学效率的同时，强化学

生了解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兴趣。观察实际情况不难看出，学生进

入高中学段后，无论是学习难度还是学习压力都出现了明显提升。

庞大的课业压力、单一的学习模式在持续消耗着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就是活化语文课堂、强化语文知识内核的有力

助手。因为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具备非常强烈的感染性，能够有效激

活学生的专注度，将这些优秀文化内容作为教学的切入点，能够让

学生迸发出更强的兴趣，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会更主动地进行语

文学习，从而实现知识的汲取与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了解。其次，

中国革命传统文化是我国踏破黑暗迎来光明的缩影，是我国特有的

文化，将这部分文化内容与课时内容融化，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

深对这部分文化的理解深度，会让学生在对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形成

正确认知的同时，逐步形成文化自信，会对民族、对国家产生更强

的信任感[1]。而这样的改变，必将会使学生更加主动的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会在任何环境下都坚决的拥护祖国。 后，高

中生作为实现中国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储备力量，作为新时代的代

言人，本身就肩负着传承中国革命传统文化这一优秀文化内容的时

代责任，所以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不断创新学生了解中国革命传统

文化的路径，要积极发挥语文课堂的功用，帮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

识的过程中，更清晰地看到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在我国发展长河中留

下的烙印，从而使学生能够更自觉的履行传承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

时代责任。 

二、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融入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可行策略 

（一）设立融合教学目标 

若想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功

用，就必须找到其与语文教学内容的共通点，为知识内容与中国革

命传统文化的融合奠定基调。首先，在教学开始前，老师要针对即

将进行的教学内容进行缜密备课，譬如，在教学《纪念刘和珍君》

课时内容前，老师要明确学生通过该课时学习所必须掌握的知识，

从而搜寻与核心知识点所匹配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如身为学生会

主席刘和珍扛校旗到段祺瑞府前请愿，后身中七枪而死。教师可以

从这方面进行导入，通过放大刘和珍身上的勇毅，让学生直观了解

被鲁迅先生称为“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在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的

追求真理、反抗黑暗的飒爽英姿。当教师确定以这方面内容为突破

口进行教学时，教师能够获得非常多合理的融合路径，如重点关注

刘和珍的年龄，其在牺牲时仅仅只有 22 岁，却敢毅然决然的走在人

民之前反抗黑暗现实，之后可以通过情境教学法烘托更浓重的氛围，

将学生代入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让学生更直观的感受刘和珍在当

时社会迸发出的勇气，从而理解顽强不屈、抵抗黑暗是中华儿女勇

气的直接体现的含义，理解刘和珍的品格就是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

直接体现的原因，理解正是这样的人前仆后继的为光明而战，才迎

来了当前的国富民强[2]。在这一系列流程中，学生不仅会保持高度的

专注，更会从教师提供的切入点围绕刘和珍身上的中国革命传统文

化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终达成掌握课时知识、获得中国革命传统

文化熏陶的大好局面。 

（二）灵活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 

中国革命传统文化难以融入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是因为老师与

学生在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不少老师与学生都认为，中国革

命传统文化只是一种抽象概念，并不具备实际功用，从而不愿意对

中国革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探讨。但中国革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我

国在特定环境、特定时代背景下，各类先进思想与先进理念的结合，

其中不乏具象化的产物，所以为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能够更好的

体现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就必须要扭转错误思维，将抽象的文化内

容具象化，让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到各类中国革命传统文化。时至今

日，我国高中均完成现代化教学的升级，所以老师应该积极借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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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互联网教学等一众现代化教学手段，通过灵活运用 前沿的

技术帮助学生创造直观了解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机会[3]。例如，在学

习《记念刘和珍君》课时内容时，老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课

文历史背景“三一八惨案”进行还原展示，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当时

人民所处的水深火热的环境，感受刘和珍君等革命先贤的努力顽强，

学生的自豪情绪会油然而生，会愿意更加主动地去了解不同的中国

革命传统文化，会对任凭时间冲刷依然绽放无限光芒的中国革命传

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又如，可以为学生播放与课文史实相关的

影视作品、纪录片等，让学生在光影的感染下，自发觉醒中华儿女

灵魂深处的热忱，充分觉醒爱国情怀，与刘和珍、鲁迅先生等先贤

身上的精神产生共鸣，对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建立更具象的认知。久

而久之，学生在今后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当知识点涉及到中国革命

传统文化时，会更主动的探索具体的文化内容，而在老师的有意引

导下，学生会明确这些优秀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是需要自身去传承

保护的。高中生作为我国血脉相传的一份子，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中

蕴含的精神内核，必然会引起学生的共鸣，会让学生心里 朴实的

爱国情感不断升华，从而在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洗礼下，更坚定的

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更积极的为弘扬传承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实

现中国梦而努力学习。 

（三）引导学生树立辩证思维，理性对待中国革命文化 

任何事情都具备两面性，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将中国

革命传统文化与高中语文教学进行融合时，教师不能只是注重文化

的融入而不注重文化的摘选，教师要确保选择的中国革命文化与课

时内容高的融合，达到 1+1 大于 2 的效果。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

外来思想的涌入会对高中生的判断力造成一定干扰，所以教师要帮

助学生树立辩证思维，在了解正确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同时，抵御

不良文化的侵蚀[4]。譬如，在学习《记念刘和珍君》课时内容时，就

可以选择小组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进行，因为学生的思维方式是存

在差异的，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思维的碰撞，

会因为不同的看法自然而然的形成辩论的局面， 终在群策群力的

过程中，对课文中蕴含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建立正确的认知。譬如，

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提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众的反抗

是否具备实际意义？”当提出这一辩题时，因为辩题本身就具备了

明显的指向性，学生在查阅资料，会更加直观地看到民众受到的破

坏，会进一步认识到不去改变黑暗现实的严重后果，会更清楚的认

识到民众反抗不公的重要性，继而进一步体会到当时时代诞生中国

革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会对各类不

同类别形式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可以发现更多课堂

意外的优秀革命文化。而且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学生在不同思维

的碰撞过程中，知识视野也会更加开阔，会获得更多了解中国革命

传统文化的渠道，可以接受更多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洗礼，塑造更

优质的意志品格。 

（四）积极开展丰富实践活动 

亲身感受是了解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所以在高中语

文教学的过程中，为了促进学生对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感悟，

老师要积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学习活动，让学生在积极参与丰

富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接受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洗礼，从而对中

国革命传统文化产生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在实践活动中也能使学

生对课时内容中的知识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

统一，让语文课堂教学获得更强的实效性。例如，在学习《记念刘

和珍君》课时内容时，当学生对课时内容、相关历史背景有了充分

的了解后，教师可以在周末等节假日时间带领学生参观革命博物馆，

让学生以课时内容为基础，获得更多了解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机会。

其次，也可以举办课本剧比赛，让学生通过演绎的形式还原《记念

刘和珍君》课文故事，学生为了尽可能真实的还原相关课文，就必

然会更认真的钻研文章内容，去了解与文章相关的历史知识，继而

更深刻的了解课文蕴含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 后，还可以在一些

特定的时间节点展开课外教学，如在与课文有关的 3 月 18 日，或

9.18、10.1 等重要时间节点，结合课文知识对学生进行课外专题教

学，从而为学生创造更多了解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机会，并设置相

关的探索任务，譬如以课时内容为主线，制作当时年代的革命发展

流程图，全面地了解当时我国的历史风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

仅会对课时内容有更深的了解，更是会在制作流程图的过程中，了

解当时其他革命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努力，其中蕴含的崇高信念、

伟大精神会对学生产生有效的熏陶，使学生的家国情怀得到有效的

淬炼[5]。让学生意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

任。要帮助学生将抗日精神转化为砥砺前行、刻苦学习的动力，让

每个学生都敢于承担时代的重任，百炼成钢。在不同的实践活动中，

学生不仅可以获得更新颖的学习体验，加深对课时内容的理解，更

会在不同活动过程中对由课时内容激活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产生深

层认知，而随着对中国革命传统文化认知的加深，文化内容中顽强

拼搏、对抗不公等精神内核会在潜移默化间对学生造成更深的影响，

会让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情怀等不断加强，从而塑造正确的意

志品格，更加坚定不移地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当形成这样的良

性循环后，学生无论在课内课外都会更主动地去搜集自己感兴趣的

中国革命传统文化进行了解，这不仅能够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更能

使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结束语 

综上，高中语文的很多知识内容都与中国革命传统文化有着极

高的契合性，能够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的同时，加深对中国革命传

统文化的认识。同理，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存在，也会让学生的语

文学习体验更加生动。所以老师一定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将中国革命

传统文化与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进行深度融合，让中国革命传统文化

成为提升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强力助手，同时也让学生随着语

文教学的进行，觉醒自觉传承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意识，愿意在深

入了解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同时，肩负起传承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

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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