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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中学历史课程
如何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郑　 林

　 　 【摘　 要】历史课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课程。 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应侧重指

导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起源及发展演变,分析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原因,做到言而有据,论从史出,按照

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历史认知规律因材施教。 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适应现代社

会的需要,为涵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使学生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悟民族

独特智慧,更加理性地看待外部世界,坚定文化自信。
　 　 【关键词】中学历史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

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

着重要作用”。[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7 年年初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核心思想理

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明确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对如何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在教育

领域,《意见》强调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

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

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各级各

类教育。 为了在中小学各学科课程教材中进一步强

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教育效果,教育部于

2021 年年初发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

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中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进行整体设计,凸显育

人立意。 《指南》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魂育人

功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系统化、长效

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 中小学有多门课程,每门课

程都要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些传统文化内

容在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科学、艺术等课程中有

重合,历史课程在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时,要
注意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凸显历史学科特点。

一、中学历史课程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要领

历史学科具有独特的思想方法和教育功能,教师

在教学中需要利用这些特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历史学科的育人功能。

第一,按时间顺序思考,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

化。 第二,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作出解释。 第三,了
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总之,中学历史课程的传统文化教育侧重指导学

生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起源及发展演变,分析传统

文化发展变化的原因,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时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主要有神话传说、习

俗、历史遗迹、文物、事件、人物、典章制度、文学艺术

和科技成就等,中学历史教学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的关键是从各种载体中发掘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了解其发展变

化脉络及历史地位。 此外,还要比较相同的传统文化

教育内容在不同课程中的具体要求,突出历史课程的

特色。 教学中要做到言而有据,论从史出,按照不同

年龄段学生的认知规律因材施教。 初中阶段侧重加

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通过感知我

国各族人民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及伟大成就,认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悠久历史及其对世界的

意义,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高中阶段

侧重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和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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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力,通过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渊源及重

要制度、学术、艺术流派发展变化的原因等,使学生更

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华优秀文化,领悟民族独特智

慧,更加理性地看待外部世界,坚定文化自信。
二、传统节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初中学段的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课程中都

有关于传统节日的内容。 《指南》对这三门课程的传

统节日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语文课程要求:“引

导学生参加并记录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探究传统习

俗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了解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习

俗,珍视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优秀文明成果,逐步

形成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归属感和自豪感。”道德与

法治课程要求:“围绕认识理解国情,选取历史上有

代表性的民俗风情等,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

情怀。”历史课程要求:“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的由来和

文化内涵,引导学生继承和发扬传统节日中积极、健
康的内容,懂得感恩,志存高远,促进社会的和谐、进
步。” [2]13-20 可以看出,《指南》考虑到了不同学科课程

在进行同一类传统文化内容教育时的侧重点。 在历

史课程的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中,教师应注意这些

区别。
例如,统编初中历史教材《中国历史》 七年级下

册第 12 课“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第一目“繁华的

都市生活”,用一个自然段概述了中国主要传统节日

的由来和习俗:“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在宋朝开始

受到重视;春节燃放鞭炮、互相拜年,元宵节挂彩灯,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等,一直流传至今。” 在“相关

史事”栏目中,对春节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宋代称春

节为元旦,俗称年节、新年,最受重视。 元旦前几天,
人们就洒扫庭除,准备过节。 除夕之夜,人们要祭祀

祖先,迎神供佛,挂年画,贴桃符,阖家围炉而坐,饮酒

唱歌,直到天明,称为守岁。” [3]56

教师在教学时需要思考:这些内容有什么教育价

值? 从中能体现中华文化的什么优良传统? 学生学

习了这些知识后,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会有什

么变化? 要发挥这些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价值,仅仅

把教材中的这几句话讲给学生听是不够的,还需要挖

掘节日的内涵,把节日内涵的发展演变讲清楚,这样

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教育价值。
以春节为例。 将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与中国

传统历法有直接关系。 中国古代历法将每年的十二

个月划分为四季。 正月、二月、三月为春季;四月、五
月、六月为夏季;七月、八月、九月为秋季;十月、十一

月、十二月为冬季。 正月初一,正值春季初始,故称春

节。 而“过年”则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 甲骨文中

的“年”字,是由“禾”“人”两字上下叠加组合而成,意
指人背负着庄稼,表示收获谷物,即丰收之意。 商朝

将每年谷物成熟的时间作为旧的一年的结束、新的一

年的开始。 “过年”实为欢庆一年的收获,同时企盼

新的一年再丰收。
燃放爆竹是传统的春节习俗,据传说是为了驱赶

山魈保平安。 北宋时期,火药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
从宋代开始,燃放装有火药的爆竹成为人们欢庆春节

的一种活动方式。[4]191 拜年贺岁也是春节的一项重要

活动。 在民间,家庭成员要在这天齐聚祠堂向祖先祭

拜,同时互相拜年祝贺。 春节期间还要走亲访友、登
门拜年。

教师要指导学生通过探究春节的来历、习俗和内

涵,发挥其教育价值,例如,追求幸福、平安的美好生

活,养成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形成友善和睦的

社会氛围,等等。
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

的,人们通过节日寄托自己的情感或愿望。 节日产生

的途径和来源不同,具体寓意和内涵也有差别。 教学

中,要发掘不同类别节日的寓意,对学生进行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教育。 感恩类节日的特点是通过节日活

动,寄托人们对大自然或前人的感激之情。 励志类节

日的特点是通过节日活动,勉励人们克服困难,不惧

怕挫折,力争取得更大成果。 警示类节日的特点是通

过节日活动,提示人们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生

活、关注健康,使人们提高警觉,增强战胜困难的信

心。 纪念类节日的特点是通过节日活动,使人们缅怀

前人的业绩,从中领悟前人可歌可泣的事迹,学习前

人的高尚品质。[4]188

各类节日既有各自的特点,也有共性,都蕴含着

期盼安定,追求和向往幸福、和睦的含义。 教师在进

行中国传统节日教学时,既要注意突出每个节日特有

的寓意,也要注意概括提炼各种节日的共性,彰显节

日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价值。 通过节日

内容的教学,使学生懂得感恩,志存高远,学会艰苦奋

斗,学会为人处世。
三、古诗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语文和历史课程中都有古诗词,《指南》 对语文

和历史课程在初高中学段的古诗词教育提出了不同

的要求。 初中语文要求通过诵读帮助学生学习古诗

词格律知识,感受其节奏美、意境美和意蕴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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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要求通过诵读并分类积累古诗词等活动,帮
助学生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境美与哲理美。
初中历史要求介绍古代诗歌等文学艺术成就,使学生

认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坚定文化自信;高中历史则

要求介绍诗歌等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引导学生培

养一种爱好,具备一项特长,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2]13-18

教师应认真领会《指南》 的要求,初中历史教学

重点呈现唐宋时期诗词作品的数量,著名诗词作者的

生平、代表作品等具体史实,让学生感受唐宋诗词创

作的繁荣局面。 高中历史教学则要关联相关史实,从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唐宋诗词创作繁荣的原

因,在因果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概括提炼,得出中国古

代诗词与时俱进、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认识。
例如,在统编初中历史教材《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下册第 3 课“盛唐气象” 第四目“多彩的文学艺术”
中,用两个自然段介绍唐诗。 第一个自然段概述唐诗

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数量众多,名家辈出。 第二个自

然段介绍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诗歌的特点。[3]16 教师

可以在教材内容框架基础上,补充李白、杜甫和白居

易生活的时代,叙述在唐朝特定时代生活的诗人,创
作了哪些代表性诗作。 同时,呈现诗作原文让学生品

读,使学生体验诗歌所反映的时代风貌,学会从历史

的角度欣赏唐诗,避免与语文课的吟诵简单重复。
统编高中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第 8 课“三

国至隋唐的文化”第二目“文学艺术”,用一个自然段

概述唐诗:“唐朝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诗

歌创作进入黄金时代。 流传下来的有两千多位诗人

创作的近五万首诗歌,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成为千

古绝唱。 李白、杜甫的诗作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
他们分别被誉为‘诗仙’和‘诗圣’。” [5]43 教学中,教
师不能就唐诗论唐诗,与初中内容简单重复,而要在

初中基础上,分析为什么以唐诗为代表的唐代文学是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可以通过与之前

学习的中国文学相比较,凸显唐代文学的特点,进而

关联前几课的内容,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诗歌发

展到唐代进入黄金时代的原因主要是唐朝政治开明、
经济繁荣、科举考试以诗赋为主。 此外,还可以与第

12 课“辽宋夏金元的文化”建立联系,考察诗歌的发

展变化。 唐朝后期出现一种新诗体———词,词到宋朝

进入鼎盛时期,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宋朝重文

轻武,城市高度繁荣,娱乐场所需要大量歌词。 通过

前后对比,引导学生理解时代变化对诗歌发展的

影响。
总之,历史课程利用古诗词等文学艺术知识进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通过展示中国古代各个历

史阶段的文学艺术成就,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树
立文化自信;通过分析各个历史阶段文学艺术繁荣的

原因,使学生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革故鼎

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四、中医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科学、历史等课程中,都有中医的内容,但是各

有侧重。 《指南》对科学课程的要求是“介绍我国古

代医学领域的主要成就(如针灸等),介绍我国古代

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方面的科技成就,如用人痘预防

天花、利用艾叶预防治疗瘟疫等,帮助学生分析其中

的生物学概念和思想方法,了解我国古人的智慧,感
受我国古人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

文化认同感”。[2]37 对初中历史课程的要求是“介绍中

医的代表人物和成就,使学生认识中医在救死扶伤、
强身健体方面的作用,学习医者的仁爱之心”。[2]16 对

高中历史课程的要求是“介绍中医经典名著的主要

内容,使学生理解中医的基本理论和诊断方法,认识

中医蕴含的整体系统思维、天人和谐等思想”。[2]18 科

学课程中的中医内容侧重技术成就,教师应重点分析

其中蕴含的生物学概念和思想方法,让学生体会中国

古人的智慧。 历史课程中的中医内容侧重人物和典

籍,要求学生体会医者的仁爱之心以及中医典籍中蕴

含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 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初中

和高中历史课程中的中医内容应有不同侧重。
例如,统编初中教材《中国历史》 七年级上册第

15 课“两汉的科技和文化”第二目“张仲景和华佗”,
概述张仲景和华佗的事迹和成就,配有两个“相关史

事”栏目,分别对张仲景和华佗的事迹做了补充介

绍。[6]69 为了发掘其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价值,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相关史事”,对这两个历史

人物做较细致的刻画,通过历史细节的描述,使学生

感受到中医在救死扶伤、强身健体方面的作用,学习

医者的仁爱之心,发挥这部分内容的教育作用。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第 4 课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

固”第四目“两汉的文化”,在介绍两汉的科技成就

时,提到了成书于战国与西汉间的《黄帝内经》 奠定

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东汉时的《神农本草经》 是中国

古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 在“历史纵横”栏目“两汉

其他重要科技成就”中介绍了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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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论》,东汉华佗发明麻沸散。[5]23-24 选择性必修 2《经
济与社会生活》第 14 课“历史上的疫病与医学成就”
第二目“中医药的成就”部分概述了《黄帝内经》,张
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华佗发明麻沸散、创制五禽

戏,孙思邈著《千金方》 《唐本草》,李时珍著《本草纲

目》等中医药成就。[7]82-83

那么,两册书中都有中医药成就的内容,教师在

教学中如何处理才能避免简单重复,发挥出各自的教

育作用呢?
根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的课程设计思路,必修课程“中外历史纲

要”,意在展现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从分散到整体、从
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人

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等。 选择性必修课程“国家

制度与社会治理”“经济与社会生活” “文化交流与传

播”,意在呈现中外历史上多方面的重要内容,引领

学生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文化等不同视角深入

认识历史。[8]9 根据这种设计思路,《中外历史纲要》
中中医内容的教学,重在定位中医在相关历史发展脉

络中的位置,使学生了解在什么历史时期,出现了什

么中医成就。 而选择性必修教材的教学,需要在《中

外历史纲要》基础上梳理中医本身的发展脉络,并提

供典型材料,指导学生深度探究。
例如对于《黄帝内经》,选择性必修 2《经济与社

会生活》第 14 课“历史上的疫病与医学成就”是这样

介绍的:“成书于战国至西汉间的《黄帝内经》,总结

了先秦、秦汉时期大量的医家经验,以阴阳五行学说

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人与自然的有

机联系,是一部重要的中医基础理论著作。” [7]82 可

见,教材对《黄帝内经》的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教师

在教学中不能只停留在叙述教材的层面,而是需要出

示这部中医名著的经典语句,通过分析解读,帮助学

生理解教材中的概述性话语。
总之,历史课程利用中医史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初中要以人带事,通过古代名医的事迹,使学

生认识中医在救死扶伤、强身健体方面的作用,并学

习医者的仁爱之心。 高中要梳理中医的历史发展脉

络,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医经典名著的解读,揭示其

中蕴含的整体系统思维、天地人和谐等思想,并理解

这些思想的当代价值。
五、武术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功法、套路和格斗

练习为活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

目。[9]3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也是中国

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具有世界性影响。 20 世

纪 80 年代,电影《少林寺》的上映曾引发中国的“武

术热”。 但是,近年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原来国人

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瑰宝武术,成为一些人质疑甚至

嘲讽的对象;网络上流传的武术“打假” “约架”活动

引起众人围观,成为舆论热点,人们对武术的认识出

现混乱。 只有了解武术的历史发展脉络,才能对武

术、对传统文化有清醒的认识,做到既不妄自尊大,也
不妄自菲薄。

例如,中国武术到底能不能“打”、能不能实战,
是真功夫还是花拳绣腿? 了解中国武术史后就会知

道,武术的实战功能、表演功能、强身健体功能和修身

养性功能是并存的,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武术最初主要用于实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他方面

的功能逐渐增强,可以说,侧重哪方面是习练者根据

自身情况各取所需的结果。 例如,宋代随着城市经济

的繁荣,一些城市出现固定的娱乐场所瓦舍勾栏,里
面的表演项目有相扑、“使拳” “使棒”等。[9]61 表演者

演练的拳棒应是预先编排好的套路,追求观赏性,以
满足城市居民的娱乐需要。 如果上战场杀敌,就不能

追求观赏性了。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练兵实纪》
中说:“夫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

身杀贼立功本身上贴骨的勾当。 你武艺高,决杀了

贼,贼如何又会杀你? 你若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
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也。” [10]87 因此,他强调,“凡

武艺,务照示习敌本事真可搏可打者,不许仍学花

法”。[10]93 换言之,士兵习练用于实战的武术,当然不

能是花架子。 近代以来,随着作战武器的现代化,枪、
炮、坦克、飞机、导弹等代替了刀、剑、棍、棒等,传统武

术的实战功能逐渐被弱化,强身健体和修身养性功能

逐渐成为主流。
总之,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武术能不能打”并不

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甚至是个伪问题。 社会上出

现这个问题,而且成为热点,是因为大部分人不了解

武术及其历史。 如果武术史的基本知识成为常识,人
们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中学历史课程是普及中华传统文化常识的主渠

道,但是目前的中学历史课程教材中没有武术史的内

容。 虽然体育与健康课程中有武术的内容,但是侧重

技术训练。 《指南》对体育与健康课程中的武术教育

的要求是,初中学段要“通过学习与锻炼,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体育文化魅力,享受运动乐趣”,高中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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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自己喜爱和适合学习的 1 至 2 项运动进行学

习,较为熟练地掌握其运动技能,培养运动兴趣,强健

体魄”。[2]25-26 如果学生只是学习一些武术套路、掌握

运动技能而不了解中华传统武术的发展演变,很容易

受社会舆论影响,对武术产生错误或片面认识。 《指

南》提出将武术引进中学历史课程教材的要求,是新

时代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样做

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舆论热点问题,端正对中华武术

和传统文化的看法。 当然,中华武术历史悠久、内容

丰富,中学历史课程不可能把各个时期的武术内容都

覆盖,可以选取武术发展重要阶段的相关知识,自然

融入对应的课程内容中。 武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到明

清时期逐步成熟,拳种门派大量涌现,理论体系框架

基本形成。[9]83,97 中学历史课程可以重点引入明清时

期与武术相关的内容,并可根据需要前后延伸,概述

武术的发展脉络,以发挥武术的教育价值。
例如初中阶段,在学习“明清时期戚继光抗倭斗

争”时,教师可以介绍戚继光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总
结前人经验编著《纪效新书》。 通过重点介绍其中的

第十四卷《拳经捷要篇》,使学生知道中国武术在明

代出现多种流派,认识武术在强身健体和培养自强不

息等传统美德方面的作用。 此类相关内容也可通过

“相关史事”或“材料研读”等栏目引入教材。 教师在

教学中可以采用以人带事的方式,通过英雄人物习武

强身、保家卫国等事迹,使学生感受中华武术在培养

传统美德方面的价值,激发学生强身健体、保家卫国

的壮志豪情。
又如高中阶段,在学习“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

时,教师可以介绍该时期代表性武术著作中的相关内

容,例如,王宗岳《太极拳论》 用阴阳五行、太极等思

想阐释武术的功理功法,黄百家《内家拳法》 等对习

武的品德要求等。 通过这些内容使学生了解明清时

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武术具有技击、健身和修身养性等

多种功能。 同理,此类内容也可以通过“历史纵横”
或“史料阅读”等栏目编入教材。 教师在教学中可适

当引用武术典籍中的语句,指导学生分析武术与中国

传统思想的关系,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武术吸收了中国

传统哲学、医学、伦理等多方面的内容,习武不仅能强

身健体,还能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验、理解,
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总之,在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
于永续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坚守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信念,筑牢民族文化自信、价值自信的根基,维护国家

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青少年做堂堂正

正的中国人,具有重要意义”。[2]1 中学历史课程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课程,历史教师要以唯物史

观为指导,客观、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在继承中发展,使之适应时代要求,为涵养学生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

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根据不同学段学

生的知识积累和认知水平确定教育目标和具体学习内

容,体现学习进阶;要注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学

科的内在联系,结合历史课程的主题融入相应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要精选典型史料,通过对史料的解

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人

文精神、中华传统美德外显,使学生充分感受、理解,内
化于心,付诸行动,以达立德树人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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