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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学体系的小学语文校本教研途径
刘　洋

河南省南召县城关镇第一完全小学　河南南召　474650

摘　要：教研是学校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富有共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以专题活动的形式或以公开课的形式，以促进自我提

高和发展的专题研究互动。教研组通过整理、筛查，组织进行了国学主题教研活动。学校培养教师专业成长是以校本教研为

中心，以师带徒传帮带为主的方式进行的。教研资源的丰富性、教研方式的多元化，对校本教研进行了有效补充，使教研组

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学习型群体，促进教师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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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国学经典传承“三位一体”协同教研机制

国学特色应该是中国小学教育的基础底色，作为小学语

文教师首先要接受国学经典的教育熏陶。

构建国学特色教研体系，首先要建立“三位一体”协同

教研的新机制。要根据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

建立学校与地方政府、社会“三位一体”协同教研的新机制，

深度融合、合作共赢，成立专门的专业建设委员会，聘请省、

市教育局，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教研员等为专业建设委

员会委员，与专业教师协同教研，共同研制国学特色人才培

养方案。邀请他们给小学语文教师现场授课、做讲座。并与

国学特色实习基地学校一起研讨学校国学特色课程构架，合

作开展能够落实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学特

色活动。由小学语文教师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创编，然后在

实习环节进行实践等等。还可以和学校合作开发国学特色课

程资源，如建立 " 学校国学教育精品案例 " 资源库，合作编

写国学特色教材等活动。

二、构建彰显国学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倡导经典诵读成为校园的新风尚

构建国学特色教育体系一定要注重经典诵读。可以编

制《雅言传文明经典诵人生》中华古诗文诵读校本教材，结

合《国学精粹》《蒙学导读》《大学语文》《最美古诗词》等课

程，引导学生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润泽美好心灵。

由教师精选篇目，并要求全体学生背诵过关。为了激发兴趣，

巩固学习效果，还可以采用“课堂飞花令”“古诗新唱”“吟

诵”“课前诵”“古诗文诵读大赛”“古诗文默写”等形式，使

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释古通今，传承文化，知礼守礼，明德

至善，使学校变成学生们经典诵读的舞台，吟诗作赋的殿堂。

（二）研制国学特色课程体系

国学特色教研体系构建的关键环节是课程体系的构建。

根据小学教育需求，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要遵循模块化整

体构建的原则，优化形成 " 五大模块 " 课程体系。课程设置

既要能够较好的对应教师的职业岗位需求，突出小学语文的

专业特色和特长，注重实践训练外，更要注重课程体系的国

学特色，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课程建设的基础底色。

课程模块之间，互为补充，相互支撑，多学科融合，着力提

高教师的教育功底，陶冶教师的道德情操，改变教师的行为

习惯，使教师在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中传承文明、润泽心灵、

滋养人生。如在语文课程中开设一系列国学特色课程如：《蒙

学导读》《国学精粹》《吟诵》《中华礼仪》《最美古诗词》《论

语》《趣味汉字》等课程。使这些课程既成为课程体系中非常

有特色的部分，又能够为语文教师打好教育基础，为今后的

职业生涯更好发展，为学校国学教育助力。

三、实现从文本传承到精神传承的跨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国学经

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小学语文应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提高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自主学习和

探究能力为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学生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此，在小学语

文校本教研中，也要秉承学生中心、产出导向理念，开展多

门课程融合的实践教学，实现从文本传承到精神传承的跨越。

如：结合《国学精粹》《教师礼仪》课程学习，开展“国学礼

仪表演”活动。结合语文课程学习，综合开展“新时代新女

性自律图鉴”展示等等。在活动中引领学生深入学习中国古

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辩

证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自觉把个人理想和国

家梦想、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坚定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理想信念。

教育家陶行知说过： “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
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更操纵着民

族和人类的命运。”国学是教育的基础，每一个教育者都要能

与时俱进，借助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扬长避短，使学生建立

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之情。小学语文构建国学

特色教育体系的意义是深远的，前景将是无限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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