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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初中语文教学中乡土情怀培育路径
沈莉莉

江苏省如东县曹埠镇初级中学　226402

摘　要：语文教育注重学生情感的熏陶和文化的滋养，将语文教育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既有助于让学生的精神世界获得乡土

的滋养，又有助于学生乡土情怀的形成。本文着重探讨了初中语文教学中乡土情怀的培育现状以及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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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是人文的起点和源头，这个源头可能是粗糙的、纤

弱的、贫瘠的，但它是个人成长的文化之根，是阅读和写作

的文学之根，是一个人的精神的源头。乡土文化，是记忆深

处的家乡。语文教育注重学生情感的熏陶和文化的滋养，将

语文教育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既有助于让学生的精神世界获

得乡土的滋养，又有助于学生乡土情怀的形成。乡土文化是

学生身边的课程资源，学生生活在其中，看得见摸得着，教

师要充分挖掘乡土的特点，将其渗透到语文教学之中。

一、语文教学中乡土情怀培育现状

（一）乡土资源应用程度不高，学生缺乏学习热情

受应试教育影响，许多教师在教学时带有强烈的目的性，

忽视对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文化的熏陶。教师

缺乏将乡土资源与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融合的能力，语文教学

中甚少出现乡土元素，乡土资源应用程度低下。学生与乡土

资源有隔阂，对于乡土资源的内容和形式感到陌生，也就缺

乏足够的兴趣，在进行学习时无法积极主动地展开探索，乡

土资源教学效果收效甚微。这些不足导致教师在后期也缺乏

继续使用乡土资源进行教学的动力，最终陷入恶性循环，难

以真正达到通过乡土资源来丰富语文课堂教学的目的。

（二）忽视教材中的乡土元素，乡土资源利用率低

语文教学中乡土资源的利用现状还表现为乡土资源的利

用率低，无法真正体现乡土资源在教学中的巨大作用，究其

原因主要在于许多教师自身对于乡土元素的不敏锐，导致教

师无法有效发掘出教材内容中的乡土元素。我国语文教材中

收录的文章蕴含着丰富的乡土资源，许多作家对于我们国家

和土地的热爱都深深地体现在他们的文章之中，然而教师在

进行教学时不注重挖掘教材中有关乡土部分的内容，不注重

引导学生对教材内容中的乡土资源进行自主思考，最终影响

乡土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乡土资源在教学中的作用和目的无

法有效达到。

（三）不善于把握融入时机，限制资源的教学效果

许多教师本身具有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乡土资源的意识，

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乡土资源教学经验，导致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无法准确把握融入乡土资源进行的时机，使教学难以发

挥出应有的效果。乡土资源的融入应当把握时机，在课前利

用乡土资源创造情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

生积极主动地对新课展开探索；在教学过程中联系乡土资源

对课文内容展开教学，能沟通课内外资源，相互补充。恰当

时机的引入能增强学生对于文章内容的理解，激发学生对乡

土的热爱。然而许多教师对乡土资源的融入具有随意性，大

多是由于教师自身有感而发，这就显得乡土资源在教学过程

中的出现非常突兀，学生无法对教师所提到的内容产生兴趣

和共鸣，也无法有效将教师所提及的乡土元素与文章内容有

效联系起来，促进自身对于文章知识的理解，利用乡土资源

来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目的也就无法有效达到。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乡土情怀的培育路径

（一）融入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平台。将乡土课程资

源运用到语文课堂中去，需要授课教师善于发现身边以及文

本中的乡土文化课程资源，带领学生一起走进身边的生活，

了解并学习身边的乡土文化课程资源。

如东方言是如东文化的载体。方言的形成既有自然地理

因素，又有社会历史因素。如东以江海文化著称，保存着各

种方言，既体现着乡土文化，又体现着各种语言相互融合的

生动历史，还与古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独特的

人文价值。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挖掘如

东方言中的文言因素，找到课内外的联系，既有助于帮助学

生记忆深奥难懂的文言词义，又能帮助学生了解如东方言的

深厚文化渊源。如《核舟记》，“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中的

“简”解释为“挑选”，这对学生而言是生僻的、难以记忆的，

如果老师可以联系到方言中“简黄豆”的“简”，学生就能很

快掌握它的意思，并且感受到方言的古雅。

（二）注重课后延展

课后延伸也是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节课的课

后练习，既体现着教师对文本的理解，又彰显着教师的创造

力。从乡土文化的角度文言，老师可以借助文本设计相关的

作业，引导学生发现乡土之美。

《济南的冬天》是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老舍先生写了

冬天济南的山，济南的水，老舍的笔下的济南为什么如此动

人，关键在于眼中融入了深情，老舍将对济南的喜爱与赞美

之情都融汇在语言之中，文章就有了动力的力量，老舍亲切

地称济南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如果老师能引导同学用这样

深情的目光来打量我们生活的乡土，就会重新发现乡土的美，

进而培养学生对乡土的深情。乡村文化是乡土文化的一部分，

如东滨江临海，宜于生长油菜。每年春天，如东乡村的油菜

花盛开，成为大地上别致的景观。一田又一田的油菜花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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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的大地上，金黄的油菜花点亮了春天，点亮了如东这块

乡土，成为如东乡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学生每天埋首于读

书和作业，忽略了身边的美。老师可以在向学生展示乡村油

菜花的照片以及乡村的四季，让学生领略身边的美，从而真

正爱上这片乡土，爱上自己脚下的家园。在此基础上让学生

仿照《济南的冬天》写一写《如东的春天》，写作需要发现，

这样的作业会帮助学生调动起记忆中与乡村春景相关的记忆，

发现乡土的美丽。对于乡土之美的发现会沉淀在学生的精神

深处，滋养学生的乡土情怀。

（三）开展实践活动

统编教材体系结构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综合性学习”，

它是语文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注意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发展，

将实践活动引入了学习内容，有很强的开放性。其中一些专

题就与身边的文化密切相关，如八年级上册的“身边的文化

遗产”，七年级下册的“我的语文生活”等等。教师可以以这

一类型的语文实践活动专题为依托，充分挖掘身边的乡土文

化，将丰厚的乡土文化的内容融入到语文实践活动之中，引

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在活动中培养语文能力，感受

乡土文化的魅力。

如东每年都会举办风筝节，弘扬风筝文化，其中板鹞风

筝是如东传统手工文化的传承，融合了扎、雕、绘、放等多

种技艺，工笔重彩，形声兼备，造型独特，制作工艺复杂，

以其形同门板而得名，以巨大、彩画、布满哨子、音色宏亮

而成特色。板鹞风筝凝聚了民间艺人的智慧，积累了千年的

天地自然的文化，传承着如东人对美的追求。它既是实用的

健身器具，又是审美的文化瑰宝，彰显着独特的人文价值，

凝聚着如东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教师可

以将这一文化引入语文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去观看的制作过

程，让学生直接感受风筝制作的精美工艺，还可以采访风筝

的传承艺人，了解板鹞以及风筝文化，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

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制作板鹞风筝的资料卡片，撰写南通板鹞

风筝的《优秀文化遗产申请报告》，包括风筝概述、人文历史

价值、保护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拟采取的保护措施等等。

一系列的活动内容既发展了学生的语文素养，又让学生深入

感受到乡土文化的丰厚精深，从而爱上乡土文化。

三、结语

乡土资源可以弥补校内语文课程资源的缺失，发挥校外

语文课程资源的积极作用。语文综合性学习和乡土资源都兼

具综合性与包容性，由此可见，将乡土资源适当融入语文综

合性学习有其必要性，这不仅补充了部编版教材在综合性学

习板块上设计的不足，还能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激发出学

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培养学生综合素

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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