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7 期） 

 952 

教育科研 

高中语文文化常识教学实践与思考 
◆刘  燕 

（广东肇庆中学  广东省肇庆市  526060）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强调“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

挥自身的优势，使学生通过优秀文化的浸染，塑造热爱祖国和中
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开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
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培养学生“中国
气质”的重要一环。作为高中语文教师，无论从民族优秀文化的
传承担当角度，还是当前高考语文的备考要求，理当在文言文、
古诗歌的教学中，运用自己的经典文化积淀和教学智慧，积极地
调动起学生的文化常识学习兴趣，让他们从感知、到了解、到喜
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如习近平总书记说言“把这些经典嵌
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化民族的文化基因”。 

在进行高中语文文化常识教学时，教师不要因考题的设置在
文言文中，而只把目光只囿于文言文这一个板块中，在整个高中
三年，应广视野以求事半倍功半，文化常识的教学既存于文言文
中，也存于古诗词中，亦存于生活中。 

一、结合学生已有的认知兴趣点，切入传统文化的理解 
在进行《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选》介绍婉约派词人时，我提到

了秦观，并介绍了一首其代表作《鹊桥仙•纤云弄巧》，其中有这
么一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有同学对“金风”
是什么风表示好奇？并问到有没有“水风”“木风”“土风”…… 

看来，这是一个学生即时兴发的古代文学常识的认知兴趣
点，于是我停下了对秦观及其词作的介绍，肯定了学生对古代文
学常识生发的探究之心，并为同学们解答这一问题。 

我首先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五方位、五行、五色、的对位
关系，让同学们了解到了，五方位是：东、西、南、北、中，对
应的五行是：木、金、火、水、土，对应的五色是：青、白、朱、
玄（黑）、黄。 

当我讲到这里时，有学生顿有所悟地说：“所以，金风，就
是西风！对应的季节是秋天！” 

我肯定了他的答案，接着同学们就结合已学的古诗文联想
到，春天万物生发，草木葱茏，为青色，吹的风是东风；夏天炎
炎，天气燥热，为朱色，吹的风是南风；冬天天寒地冻，降雪凝
霜，万物玄寂，为玄色，吹的风是北风……” 

当探究到这一层时，学生们表现出了激动兴奋之情，似乎是
第一次主动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深层的魅力，已由一个同学的认
知兴趣点，上升到了全班同学的获知兴奋点。趁此时机，我继续
给同学们介绍了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五绝”的取名意蕴。 

我介绍，金庸小说深受海内外华人喜爱，除了其小说恢宏的
架构，精彩的情节，高深的主题，更还有蕴于其中中华传统文化
精华，引人入胜，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五绝”就是依五方
位、五行、五色、的对位关系而设其名：黄药师名字中有木，在
所方位为东，人称“东邪”：欧阳锋名字中有金，在所方位为西，
人称“西毒”、一灯大师名号中有火，所在方位为南，人称“南
帝”，洪七公名字中有水，在所方位为北，人称北丐；王重阳姓
氏中有土，在所方位为中，人称“中神通”，金庸对他们的武功
设置也因五行而各生克制。 

当我讲到这里，学生的惊叹连连，明显可以感觉到，他们由
获知兴奋点而点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 

可见，高中语文教师在进行文化常识教学时，有必要尝试调
整一种教学思维，改变当前的一些较机械学习方式，如：专题专
类知识印发，学生自读了事；满课堂讲解，反复重点强调，学生
硬性输入等等。我们作为教师本身当于学生之前，去预期到一首
诗、一篇古文中学生可能生发有关古代文化常识的认知兴趣点，
有头脑去寻找它、有耐心去摸清它、有信心有角度切入它，当课
堂进行中，让学生在读完诗文内容之后，去摸寻古代文化常识的
认知兴趣点，然后以精到而又生动有趣的方式，把一个个小的知
识点，讲深讲透讲有趣，启发和鼓励学生去了解其中的古代文化
知识，去感爱中华文化的辉煌多彩和源远流长，感受民族文化的
魅力，激发文化寻根的兴趣，从而增强古诗文阅读的兴趣，进而
鼓励学生自主探究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根据自身兴趣，组成自主性研究项目小组 
随着学生对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整体兴趣渐浓，他们已不满

足于在课堂上只鳞片爪式的吸收，也不再止步于课堂上他们提问
老师解惑式的学习，这时，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自身兴趣，组成
自主性研究项目小组，让他们去探索感兴趣的传统文化主题，主
动地去感知传统文化，积极地去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再通过
小组的交流展示，达到由小组内到班级内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 

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自主性研究项目小组的实践过程中，全
班 48 人，以兴趣点为小组成立集结号，共分成了五个小组，即：
必修一至必修五古文中先秦人名研究、岭南大姓之梁何许梁的堂
号及宗祠对联研究、古人的酒器研究、唐宋元明清帝王庙号研究、
史书传记中常见委婉语研究、必修一至必修五古文中有关“门”
的研究。 

应该说，这五个小组的研究主题的确定，的确体现了学生对
传统文化想进行具体深入挖掘的，而且，这五个选题较合理，切
入点小而精，体现了高中学生在进行研究性学习工作时，已具备
较强的思辨能力和探索智慧。 

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自主性研究项目时，不能听之
任之，而应以规范指导之，一般一个项目要求学生在两个月内完
成，并将研究明确完成以下几个步骤：（1）自主组队，根据自身
兴趣选题，确定组长；（2）开题仪式；（3）研究小组组员分工；
（4）定期询问进展；（5）结题汇报成果展示。 

这样，通过教师的规范引领、较庄重的开结题仪式、组长负
责制度等方式方法，可以很好地让传统文化自主性研究项目有序
进行，直到完全，这样就避免了“成立于兴趣，失败于过程”的
不良结局。 

古人有云“一花开来百花香”，诚然，在老师智慧之花先开，
方有学生兴趣百花开，学生兴趣之花先开，方有自主探究成果百
花开。从激发学生对文化常识的学习兴趣，再到学生自主进行专
题研究这一高中语文文化常识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亦深深认识
到：在进行高中语文文化常识教学时，教师当有更深厚的传统文
化积淀、更宽的时代视野和格局，既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又创新
课外拓展自学方式，充分发挥高中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让“中
国气质”深入人心、外化于行，才能激活传统文化里的智慧，实
现文化传承的时代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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