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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视点】

论语文学科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的培养

严华银

　 　 【摘　 要】“文化传承与理解”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语文教育必须培养的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 围绕

这一核心素养在语文教学中的落实,细致阐述“文化”“文化传承与理解”等相关概念的内涵,阐明该核心素养的

意义和价值,结合实例回答了这一核心素养在教学中的落实问题。
　 　 【关键词】语文;文化传承与理解;培养

　 　 “文化传承与理解”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以下简称《课程标准》)
首次确立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化传承与理解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理解和借鉴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拓展文化视

野,增强文化自觉,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防止文化上的民

族虚无主义。[1]

尽管最近几年来“文化”早已成为热词,但“最有

文化”的语文教师能将“文化”说清楚的似乎并不多。
《课程标准》的这一新提法,带来一些模糊和迷惘,实
属正常。 “文化”本身还未搞清楚,又何以“传承与理

解”? 如果这些都是一笔糊涂账,语文教师又怎能培

养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能力呢? 由此看来,要
将《课程标准》中这一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实到位,语
文教师有必要弄清如下问题:语文需要教育引导学生

“传承与理解”的“文化”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文化”
的“传承”和“理解”? 为什么要在语文教育教学中培

养学生的“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 又该如何在语文

教学中培养这一能力? 本文试着就这些问题做出一

点思考,以期对语文教育工作者有一些裨益。
“文化传承与理解”的理解

所谓“文化”,广义而言,“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

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

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而言,“是指精神生产能

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
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等”。[2] 显然,从语文教学“传
承与理解”层面而言的文化,应该是指精神层面的文

化。 学校教育是为实现孩子从家庭人向社会人过渡

的一个桥梁和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更多的是为了让

孩子获得未来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生存生活能力和素

养。 其中,精神价值层面的引领是其主要任务和目

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教育中的“文化”教育,显
然应该是文化的隐性的精神层面的教育。 而这主要

是借助教材主体———经典选文———来实现其目标和

价值的,因而,语文教学应该也只能达成精神文化的

传布和教育。
从《课程标准》的表述看,需要在语文教学中“传

承”的文化具体有三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理解”的则是“不同民

族和地区的文化”。
据此,我们必须研究清楚需要传承的三类文化的

精神内涵。 一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东北师大韩

丽颖教授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区别于由古希腊文

明开启的把认知、思辨和逻辑的力量作为理解世界依

据、“向外部求真”的“理性世界观”,也不同于由古印

度、古巴比伦文明开启的以超越于世俗生活的神作为

理解世界的依据和尺度、“向彼岸求善”的“宗教世界

观”,我们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是将人与世界、人与人

的伦理承诺作为理解世界的根本依据,强调人对

“德”的体悟以及“德”对人的“完善”,即“人德共生”
的“德性世界观”。[3]著名学者刘余莉认为,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髓,就是两个字———“道德”。[4] 二是革命文

化。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

争中构建的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革命”
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
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

化。 其精神特质,按照党史研究专家秦洁的理解,就
在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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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的牺

牲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国而忘家,公而忘

私”的奉献精神等[5],而其源头,还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基因和营养。 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问

题已经十分明朗,其精神特质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对上述三类文化的精神特质,《课程标准》对语

文教学的要求是“传承”。 何谓“传承”? 指对前人的

经验进行传授、继承并发扬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说,
充分运用语文教学这一阵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特质,有意识地

展开教学、促成学习对象的精神转化并在未来的生活

行为中予以发扬光大。
需要“理解”的是“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其

所指应该是中华文化以外的世界其他区域和国家的

文化,比如中亚文化、欧美文化,这些文化根据不同的

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各类文化都各有其个性特

点和优劣长短。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需要通过教学,
达成“理解”。 就是说,了解和明白不同地区和民族

的文化、文化特质,承认其是一种存在且有存在的合

理性,是人类文明家园中的重要的一分子。 也许你并

不认同,也不接受,但你能够包容,正如对方包容、理
解我们的文化一样。 这正是世界文化能够共存、交融

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6]

“文化传承与理解”的意义和价值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一个不重视

本民族文化的民族,一个抛弃传统的国家,那真的是

要亡国灭种的。 许多年来,在文化问题上,现实社会

存在两种极端现象。 一是虚无。 所谓“文化虚无”,
就是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几乎视若无

睹,一概不认可,反倒认为,月亮就是外国的圆。 这在

年轻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加之最近几十年功

利应试的误导,中小学乃至高等教育甚至严重忽视传

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好多人不知道孔孟之道,不愿闻

传统哲学,对本国经典不感兴趣,倒是对舶来文化、西
方文明趋之若鹜。 于是,数典忘祖、崇洋媚外、言必称

希腊。 二是偏执。 所谓“文化偏执”,实际是一种盲

目的文化自信,以为世界上唯有我中国文化,其他文

化都正在“日薄西山”,不足挂齿。 而且,大概不远的

将来中国文化便可以取代各种文化,进而“一统”世

界。 这样偏执的结果,便是对除中国以外的人类文化

一概拒斥,一概打入另册。 这种或是“自小”或是“自
大”的文化观,实际是视野、见识、心态的狭隘所致,

是严重缺乏“自知”和“他认”的表现。 集中显现的是

一种“全球一体化”背景下融入世界文明时“小国寡

民”的非理性人格。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诸多

场合一再强调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今天异常重要的意

义和价值。 学者王仕国提出“敬畏文化”的唯物史

观:中国具有 5000 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

就、先进的文明形态。 可以说,中华文化奠定了中国

人文化自信的基石,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基和血脉。 敬

畏文化、敬仰历史,我们有足够的民族自信心,也有足

够的历史使命感。 敬畏文化,以文化强心铸魂。 “国
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

“灵魂工程师”。 从文化救国、文化兴国到文化强国,
100 年来,我们一直在实践四个字:“敬畏文化”。[7]

试想,没有对本土文化的认真学习和深度理解,
怎么能对之做出有理有据的辨析和判断。 而实际这

样的学习、了解,又是一种吸收和接纳,一种潜移默

化,正可以滋养我们的身心和精神,培养我们的意志

和品格,在传承、理解、吸纳和包容的过程中,成长起

我们的国际视野、大国情怀和理性人格,最终赢得中

华民族应有的国际尊严。
另外,科技进步,工具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

大量的国际交流合作,必然带来不同区域和民族间的

文化交融和碰撞。 自 20 世纪末,美国学者塞缪尔·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人们越发觉得不同

区域和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宽容的重要,这是国际关

系国际交往常态化,地球成为人类生活的大家庭、和
谐村的基本前提。 在语文教育过程中,教师引导并培

养学生对于异域异质文化、文明的了解和理解,在今

天这样一个国际关系矛盾层出、科技冷战烽烟四起的

现实中,显得越发重要。
《课程标准》进一步明确了语文课程的性质:“语

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
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正好像语言与思维不

可分一样,任何民族和区域优秀的精神文化都必须以

语言作为载体,从这一意义而言,语言与文化是不可

分的。 优秀的精神文化往往是通过优秀的语言承载

的,借助优秀的文本得以保存和传播的。 作为以“选
文”为主体的语文教材,选文是以“经典文本”作为主

体,经典文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体现着优秀卓越的

文化。 我们教学语文,自然就是在传布文化。 所以,
《课程标准》说:“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

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

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9] “人文”,作为文化最

为重要的内核,是每一精品选文之血肉,在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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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如果对之视若无睹,不闻不问,那还有什么语

文教学? 这样的语文教学又还有什么意义?
“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实现

文化传承与理解,当然是在语文教学的全程中实

现的,而语文教学的完整过程必然涉及教材、教学、教
学资源、教师和学生等诸多元素。

(一)教材选文丰富厚重的“文化性”,是培养学

生“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的基础和前提

尽管我们总是说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是“用教材

教”,但对于绝大多数语文教师而言,语文教材就是

教学的根本,而且例子也好,“用教材教”也好,首先

都得先把这例子和教材教好。 统编语文教材从选文

看,“文化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可以说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要突出。 但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还需要

进一步改进和强化。
1. 正确认识、理解和处理好本土三类文化间的关

系。 不能机械地割裂理解三类文化的不同,要较多地

关注三类文化间的联系,研究其相同与不同。 无论革

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其源头一定是我国的传统

文化,其基因层面的内核一定是代代传承、更易不得

的,比如诚信、忠毅、刚直、仁爱、友善、勤劳、勇敢等元

素。 革命文化更多地呈现于战争动荡的时代,血雨腥

风、枪林弹雨,其最为重要的特质便是爱国爱家、报国

献身,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未来

奋不顾身,所有这些我们在大量的先烈先驱、志士仁

人、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行事功中都可以瞻见、体会和感

受得到。 社会主义文化则更多地呈现于和平年代、建
设时期,这一文化的特质常常通过建设者的奉献、创造

者的突破、改革家的勇敢、政治家的英明而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文本时,一方面要整体综合考

虑,兼顾所有,另一方面又不可平均用力,不必从数量

的角度搞所谓的平衡。 而一旦涉及某一类文化,则又

能抓住这一文化的要害和内核的东西,予以重点呈现。
这就可以使教材的选文免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一味

大量简单的重复,从而保证其丰富性、厚重性。
2. 对于中华文化以外的文化,应该抓主流,抓重

点,或从文化源头的角度,或从地域和国家的角度,选
文时予以兼顾。 “理解”文化的目的是认识和了解这

个世界,而认识和了解世界最好的方式和路径是文

化。 要想完整地认识这个世界,或者说要想了解这个

完整的世界,就要求我们通过学校教育,即使不出国

门也能把握这个世界的基本面。 因此语文课程就应

该与地理、历史和其他课程一道实现这样的理想目

标,而语文课程人文性和综合性特征,则可以更加形

象、深刻地完成这一目标。 教材编者应该高屋建瓴,

对于世界文明、主流文化有比较深刻和全面的把握,
高瞻远瞩,用纵横交错的视野和思维,博览广搜,将全

球各大洲的主流文化,将代表有史以来四大文明、三
大宗教文化的精华作品遴选进来。 这才可能通过语

文课程的学习,真正实现“文化的理解”,能培植出国

际视野和胸怀。
3. 坚守“文质兼美”的选文标准。 文化是一种精

神、思想和价值观。 文化,就具体的作品而言,关乎其

内容和主旨层面;但就语文教育而言,其基本任务和

核心价值还在于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的能力和素养。 假如我们选文时一味地专注于内容,
也就是“文化”和价值观,而忘记了“形式”“表达”和
“语言”,导致“以意害文”,那就有可能导致语文学科

“性质”的异化。 过去教材选文中曾出现过不少重

“意义”轻“语言”的现象,带给语文教学灾难性的后

果。 由此而言,追求文质兼美、语言表达与文化价值

的和谐统一应该成为选文的基本标准。
(二)教学过程坚持语言文字的学习与文化的获

得两位一体,是“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培养的基本

原则

同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一样,在语

文课程中,文化传承与理解也不是孤悬于语文的“核
心价值”之外的一项任务和目标,“是以语言的建构

与运用为基础,并在学生个体言语经验发展过程中得

以实现的”,“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也是文化获得的

过程”。[10]这就是说,“文化传承与理解”是有机融合

在语言文字的学习过程中,是水乳交融、两位一体的。
富含文化个性和特质的选文,在语文教学中,在师生

围绕语言文字的分析、鉴赏和研讨中,在由浅入深、由
表及里、由内容到形式、由意义到表达的阅读、理解、
感悟中,无论思维、审美还是文化,都会对学习者产生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融进其心灵世界,实
现从内到外的淘洗和锤炼。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不要一提“文化传承与

理解”,就迫不及待地增加教学程序、教学内容,以为

文化是讲出来的、灌输出来的;而应该是有机渗透、融
入式的,要将“文化”问题的研讨与语言的理解、表
达,进行两位甚至三位一体的设计。

在具体涉及重要文化内涵的文本内容的教学过

程中,并不排斥由此及彼的联系,由近及远的拓展,由
浅入深的延伸,通过有关文化的知识点的了解、历史

人物故事的阅读、不同价值观的文化比较分析,甚至

通过围绕某一文化问题的辨别和争鸣,从而真正实现

文化的或内化或包容。 当然,这样的联系、延伸和拓

展又必须是“有机”的,必须服从教学的基本目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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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语文课程的核心价值,不能随心所欲,没有节制,一
旦喧宾夺主,则会背离语文教育的根本。

(三)语文教师自身优秀的文化品格,是语文教

学培养和发展“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的关键和保障

我们强调“文化”建设,有一种理解是“以文化

人”。 就是说,提升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的过

程实际就是健全学生人格的过程。 就语文教育而言,
除了教材、教学因素,语文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品

格如何,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文化传承与理解”能

力培养的层次和水平。
笔者一直以为,语文教学是语文教师的语文教

学。 语文学科尽管有知识点、能力点和选文的确定,
但由于知识能力点的体系和关系的不确定,大量选文

理解上的不确定,加上长期约定俗成的教学自主、个
性甚或随意性,导致语文教师的语文素养、教育理解、
思维方式和教学个性,成为制约语文教学品质的关键

元素。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文教师,就有什么样的

语文教学。 也就是说,只要不是组织化的强制和刻意

的规定,你永远找不出雷同的语文教学。 自然,语文

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与理解”,也由于文化自身的丰

富性和复杂性,不同的语文教学也会呈现出缤纷斑斓

的色彩。 更何况,一国一地区的传统文化,除了书面

文字的承载,也还有代代不绝的口耳相传、精神承继。
我们平时所言的“家风传承”更多的就是依靠着先祖

前辈言行事功示范引领并加上规制约束。 由此而言,
语文教学中“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能力培养和提升,
还和语文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相关联。 一个热爱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语文教

师,一个对文化保持敬畏、尊重和包容态度的语文教

师,一个融会贯通了各类文化的优秀元素、举手投足

间洋溢着优秀的人文情怀的语文教师,无论是在语文

教学过程中,还是在与同学们的校园生活相处过程

中,都会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带给广大同学优秀文

化的启迪、化育和熏染。
语文教师既然担负着“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培

养的重任,在富含文化的优秀文本教学的同时,还应

该在道德、价值观和思维品质层面不断修炼并不断对

学生施加影响,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理解”这

一核心素养的提升目标。 这是教学中的治本之策,也
是真正的语文教育。

文化的根在道德,建设文化、传承和理解文化的

目的和价值还是在“育人”。 一个富于文化品格的语

文教师,其无论怎样的语文教学活动本身,包括有文

化内涵文本的教学与无文化内涵文本的教学在内,都

会充盈、饱孕着丰厚的文化意蕴;相反,一个文化品格

低下的教师,再多富含文化味儿的文本的教学,也难

以触摸到文化应有的血肉丰满、意味深长。
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 每一生命个体,都是独立

存在的价值主体,当然也有自己的信仰和坚守的价

值,但不应因循守旧、固执一端。 在核心价值观之外,
理解、认同、吸纳甚至接受其他先进的价值理念和思

想,这是新时代、全球化时代人格健康健全的标识,这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价值多元”。 不能够顺应时

代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能够容纳不同的价

值标准与追求,固守于“一元”,就只能被浩浩汤汤的

文明主流所孤立和淘汰。 一个秉持一元价值观、视异

己的价值为洪水猛兽的语文教师,连自身都未能做到

“传承与理解”文化,又怎能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与

理解”能力呢?
上述三个方面,决定着“文化传承与理解”这一

核心素养的落实。 但现实很骨感,看统编教材选文的

整体,有没有观照到“文化传承与理解”这一基本要

求呢? 似乎还没有。 从语文教师及其教学看,真正专

注这一素养并在教学中有所体现并有能力落实到位

的,又有多少呢? 很令人心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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