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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的
编写意图和教学建议

徐兴无　 　 徐志伟

　 　 【摘　 要】语文学习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实践,有助于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心。
《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的课程内容,严格落实课标的基本要求,努力实现高二、高三的发展和提升,精心凝练

文化研讨的内涵,科学安排专题研讨的线索。 其教学要抓住要点,讲究策略。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编写意图;教学建议

　 　 一、《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的价值溯源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所创造的成就,其结构可以

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其中,精神文

化成果体现为思想、信仰、文学、艺术等形式。 不同的

民族、不同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凝练着各自

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成为各个民族发展自己、贡
献于人类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自信,人类的文明发展正

是通过不同的文化交流、对话、借鉴、融合不断地汇聚

壮大。 因此,文化不是一个固定的事物或者固定的概

念,而是人类的生活与实践,文化是一个动词。
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伟大的中华文明。 从时间

上看,中华文明既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同属四

大文明,有着五千年左右的文明历史,也曾和古希腊、
印度、西奈半岛等地区的文明共同构成距今两千五百

年左右的“轴心文明”,产生了以孔子等先秦诸子为

代表的思想家和一批经典,成为当今世界文明的基础

之一。 因此,中华文明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连绵不断。
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仍然能够顺畅地阅读两千多年前

的文字,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中华文明的空间格局既辽阔又独立,东临大海,

西阻高山荒漠。 因此,《论语》中记载,孔子曰:“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 《离骚》 中有言: “思九州之博大

兮。”在这样一个比较自主的地理格局中,发源出许

多地域文明,这些文明最早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碰撞、
融合,形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对周边的文明产生

辐射与凝聚效应。 文明规模的不断拓展,文明水平的

提高,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时代被创造出来,通过陆上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文明对东亚和世界文

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的概念与“中华民族”
的群体不断地丰富、充实。 因此,中华文明是既多元、
富有创造力的又统一、富有凝聚力的文明。 我们在古

代的诗赋文章中,不仅能感受到祖国河山的壮美、物
产的丰饶、风俗的醇美,而且能感受到不同地域的文

学艺术风格。
中华文明的传统生产方式有农耕、游牧、工商等,

以农耕为主,因此,“乡土中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标志。 农业社会通过密集型劳动精耕细作养育

更多的人口,形成稳定的生活方式,家庭成为生产与

生活的基础。 农耕文明效法自然,勤劳勇敢、重视实

践的人们产生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刚柔相济等思

想智慧;农耕文明推崇伦理,讲究忠孝传家,这些思想

也推及天下。 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特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我们

在经典中读到的人类同情。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是我们在经典中读到的人类理想。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脉”。 这个“文

脉”既是文化传统,又是语文传统。 所以,“语文” 是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用汉字及其文

学艺术书写的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包含着中华民

族的历史记忆、情感世界、思想智慧和精神风貌;同
样,古代经典的名篇佳作,也是语文的经典文本,研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学习语文的重要途径。 学生

通过学习,既能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基本风貌,感受

其精神风采,又能把握中国语文的脉络与精华,丰富

语文知识,提高自己的修辞与写作水平。 这样,语文

学习就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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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有助于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和树立文化自信。
二、《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的内容解析

(一)严格落实课标的基本要求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以下简称“课标”) 提出了四大语文学科核心

素养,即“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

鉴赏与创造”和“文化传承与理解”。 所谓“文化传承

与理解”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继承和弘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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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创新和

发展当代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课标从祖国语文的特点和高中生学习语文的规

律出发,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纲,以学生的语文实

践为主线,提出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理念。 “语文

学习任务群” 以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整
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引导学

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 学习任务群

的教学,旨在引领高中语文教学的改革,力求改变教

师大量讲解分析的教学模式。 学习任务群 8 和学习

任务群 14 分别为“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和“中华

传统文化专题研讨”。 依托《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

讨》课程内容开展“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学习任

务群的学习,是培养“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落实学

习任务群教学的基本要求。
(二)努力实现高二、高三的发展和提升

对于高二选择性必修“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课标要求选择中国文化史上不同

时期、不同类型的一些代表作品进行精读,体会其精

神内涵、审美追求和文化价值,从而达到学业质量水

平 4 的要求。
对于高三选修“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学习任

务群的教学,课标要求在高二“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

习”的基础上,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组成专

题进行深入研讨,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
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责任感,最
终达到学业质量水平 5 的要求。

依托《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开展“中华传统

文化专题研讨”学习任务群教学,同样是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作品为学习内容,但高三采取的是专题研讨

的高阶方式,需要达到学业质量水平 5 的更高要求。
因此,高三“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 学习任务群的

教学是对高二“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学习任务群

教学的发展和提升。
(三)精心凝练文化研讨的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辉

煌。 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还是中华民族文

化精神,都很难用几篇作品、几个词汇简单代表、简要

概括。 《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从浩繁博大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了忧患意识、天人合一、史官

文化、文道结合、中和之美、雅俗文化、道器合一等鲜

明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民族人文精神,从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人与自我三个维度,确定“家国天下” “天人

之道”“春秋史册” “文以载道” “比兴风雅” “市井传

奇”和“美的历程”七大人文主题。 围绕这七大人文

主题,精选了 45 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收入

课标推荐诵读 72 篇古诗文中高一、高二教材中未收

的 12 篇古文、4 首古诗词。 16 篇课标推荐诵读古诗

文,会同其他古诗文经典文本 29 篇,组成 15 课、七个

单元。 这七个单元 45 篇作品,勾勒出了中华优秀文

化在思想智慧、价值信仰、情感生活、文学艺术等方面

的主要风貌。 学习这七个将语文学习与文化研讨融

为一体的单元,对今后学生迈进源远流长、璀璨辉煌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深处、更广处,无疑是有奠

基作用的。
(四)科学安排专题研讨的线索

《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的每个单元都由“导

语”“选文” “资料链接” “思考与研究”和“单元综合

性学习”五部分构成,“单元综合性学习”又分为“研

讨”和“梳理与运用”两部分。 应该说,全书较为科学

地安排了专题研讨的线索。
“导语”扣合单元人文主题,对单元选文的人文

性、工具性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阐发中华传统文化

核心思想理念和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 具有导学功

能的“导语”,可视为打开整个单元的一把钥匙。 每

个单元由两到三课组成,每课又由三四篇或五六篇或

精读或自学的“选文”组成。 单元、课和选文,都可以

引导学生选择学习。 每课之后有“资料链接”,是从

浩如烟海的前人今人研究成果中精选出来的助学资

料,不但可以挑选阅读以提高文言阅读能力,还可以

作为知人论世、多元解读等的学习支架来帮助解读、
赏析课内选文。 “思考与探究”是指向单篇选文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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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活动或任务,对以课为课程细胞的整合学习或以

单元为课程细胞的研讨学习有着启发思维的作用。
“研讨”是全书的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研讨的话题、
任务大都具有高认知性和高参与性,因此,体现出极

大的挑战性。 “梳理与运用” 部分,着力指向选修的

迁移运用和高考的复习迎考。 这一部分有知识梳理、
方法梳理、语言运用、微型写作和完篇写作等具有素

养测评方向的学习内容。
导学的导语,选学的文本,助学的“资料链接”,

启学的“思考与探究”,研学的“研讨交流”,理学的

“梳理与运用”,围绕着学生的自主学习、深度学习,
其间贯穿着一条井然有序的学习线索。

三、《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的教学建议

《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 教学要点及策略

如下:
(一)教学要点

《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 的教学,应该重点把

握四个要点。
第一,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促其运用知人论世

和以意逆志的方法深入理解课文,扎实把握其中的思

想、知识与语言文字艺术。 本课程在每课的“资料链

接”部分,从浩如烟海的前人今人解读中,精选了若

干助学资料,有的是创作的时代背景,有的是学者的

多元观点,有的是学说的渊源影响,就是为了方便学

生走进作品深处,品读文化精神。 学习“家国天下”
单元第 1 课的时候,可选读朱熹、董仲舒、桓宽、黎靖

德、王先谦、吴楚材兄弟、余诚、范文澜、张岱年、周勋

初等前人今人的精辟观点,进行《季氏将伐颛臾》 《我

善养吾浩然之气》 《难一(节选)》 和《报任安书(节

选)》的整合学习,从而把握他们的伟大思想、崇高人

格和家国情怀。
第二,从每个单元具体的篇章研讨中归纳、抽绎

出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和精神,提升学生的文化

观念和文化修养。 “天人之道”单元,《一阴一阳之谓

道》揭示了阴阳变化是宇宙的常道,《逍遥游(节选)》
描写了人的精神与自然合一的自由状态,《尽数》 则

论述了遵循自然规律的养生之道,这些都是中国古代

哲学与医学的智慧结晶。 而《石油》中对自然事物的

细致考察与评判,《观潮》中人们对钱塘江大潮的欣

赏与赞美,《病梅馆记》中借园艺文化对解放人天性

的呼吁,都体现了古代学者对自然之道的参悟。 在这

些文本的学习中,我们归纳、抽绎出了其中蕴含的传

统文化“天人之道”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以及这

些文化内容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每个单元可以围绕

单元核心文化理念,或演绎,或归纳,或兼而有之地展

开学习。
第三,启发学生总结、辨析、批判前人如何理解经

典的观点与方法,在此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搜集、整
理材料,提出并表达自己的观点,积极参与研讨辩论

活动。 在“文以载道” “比兴风雅”两个单元中,借助

《古代文论选》《古代诗论词论选》中《典论·论文(节
选)》《与元九书(节选)》 《毛诗序(节选)》 《诗品序

(节选)》 《〈人间词话〉十则》 的学习,学生可以接触

到“大业盛事说” “诗言志说” “兴发感动说” “境界

说”等诸多中国古典文论、诗论、词论,了解中国传统

诗文批评的“诗性”特色,并结合相关作品对这些观

点进行评说议论;也可以借助这些观点,解读、分析已

读或新读的古代优秀作品。
第四,引导学生观察、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

代社会生活中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联系现实生活,提高

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语言修辞和写作水平,表
达自己的文化感受和文化理念。 全书七个单元中,“市
井传奇”单元以外六个单元的古诗文,都属于“雅文学”
“雅文化”。 “市井传奇”这个单元,通过叙写民间生

活、市井传奇,表现了丰富多彩的世相百态,体现了雅

俗共赏的审美趣味。 这一单元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借

助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世态人情、雅俗文化的表现风

格来判断、继承和创新雅俗共赏的当代中华文化。
(二)教学策略

和高一、高二的古诗文教学相比,高三《中华传

统文化专题研讨》的教学,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挑战

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要从相对熟悉的文章解

读、文学赏读提升到较为陌生的文化研读,二是要进

行超越单篇进行融通整合的专题研讨,三是学习重点

部分“单元综合性学习”中的“研讨”往往任务较大、
问题较难。 为此,我们提出四点教学策略。

第一,分解任务。 即把大任务分解成若干个或并

列或层进的子任务,便于学生化整为零再聚零为整地

展开学习。 教学“家国天下” 单元,要求结合本单元

课文和资料链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
的思想情感内涵以及在当今时代的价值。 教学时,可
以把这一主体任务分解为一系列围绕问题展开思考

探究的子任务:何谓“家国天下”? 具体情感内涵是

什么? 单元文本中如何呈现? 具有哪些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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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转换创新生成当代价值? ……这样就易于收到

化难为易的教学效果了。
第二,窄化话题。 即把难话题由大化小,由宽化

窄,从而使学生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度研讨。 例

如,教学“市井传奇”单元,要求结合对中外古今小说

的阅读和欣赏,举例探讨小说独特的教育价值、审美

价值和娱乐价值。 这三大价值中,教育价值、审美价

值在其他体类如诗歌、散文等中国雅文学的教学中会

有较多渗透,而娱乐价值在俗文学、俗文化的戏剧、小
说中则显得比较突出。 因此,这个研讨任务的重心,
就可以窄化到娱乐价值这一点上。

第三,搭设支架。 即嵌入必要的核心知识、策略

和方法,助推学生完成主要任务的学习。 人与自然的

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天人关系。 教学“天

人之道”单元,要求结合作品梳理、比较本单元作品

中古人是怎样探究天人之道、处理天人关系的。 在思

考探究“何为天人?” “哪些关系?” “典型学说?” “各

自优劣?”“如何评价?”等问题的子任务学习中,如果

嵌入“顺天无为论”“顺天有为论” “制天而用论” “天

人感应论” 等学说,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天人之

际、天人合一、人定胜天、天人感应、天人交相胜等关

系,对“研讨” 部分主要任务的顺利推进是极为有

益的。
第四,梯级推进。 即核心任务可分为若干维度

或层级,可根据学情引导学生拾级而上。 鲁迅《 “题

未定”草》说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陶

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 ,所以他伟大” 。 “ 比

兴风雅” 单元要求据此分析陶渊明 《 读 〈 山海经〉
(其十) 》 《咏荆轲》两诗,并说说鲁迅的看法给读者

欣赏古典诗歌的启示。 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作品

分析陶渊明作品风格的多样性,可得出不能摘句论

诗而要论及全诗、论及全人等诗歌鉴赏的启示。 学

生的学力弱,止于前一环节则可;学力强,则可引导

推至后面的环节。

　 　 【作者简介】徐兴无,南京大学文学院(210093);
徐志伟,江苏省南京市教学研究室(210001)。
　 　 【原文出处】《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学教育教学

版(南京),2022. 8. 2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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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中国士大夫无一不在用他们

的言行举止告诉后人,为了所热爱的而吃苦其实是一

种幸福。 马克思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

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能拥

有一份有意义的职业,能肩负起时代的重托,一份平

凡的职业也在此时变得闪闪发光。 “奋斗、探索、寻

求,而不屈服”这是诗里的尤利西斯,也是诗外的追

梦人。
做人生之选择,因时代之支撑。 每个人各有各的

梦想,在我们自由选择梦想的背后,是这个社会逐渐

开放包容的真实写照。 对多彩青春的包容,对多样选

择的大度,对多元文化的尊重,无不彰显着当今的中

国面对多样性“和而不同”的态度。 同样,今天的中

国,也格外信奉“有志者事竟成”的信条。 群英荟萃,
强者崭露。 恰逢如此时代,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应敏

于人生选择,敢于为梦发声,慧于抓住时机,勇于坚持

自我。 如此,方能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自我。
每个人各有各的梦想,人生似水,无论你我,都会

通过努力来达至欢喜。 青春慷慨激昂,如同少年不惧

岁月长,纵使未来难料,仍尚有梦想支撑起的阳光。
愿你亦能听从内心,无问西东。

祝学业有成,前途似锦!
你的朋友　 歆雨

2022 年 5 月 5 日

【点评】这封书信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书信正文先

表达了曾经的自己对职业选择的迷惘,同时和朋友

进行了双向交流。 书信主体书写了自己的职业选择

是“考古学者”及其理由。 作者用“事物吸引” “灵魂

坚韧”“时代支撑”三个原因,层层递进地表达了自

己选择之坚决与热爱。 在书信的结尾,作者又和朋

友进行了交流,勉励朋友坚定选择自己热爱的职业。
整封信情感真挚,语言精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做
到了说真话、抒真情,让人看到了一个高中生选择自

己热爱的职业的坚定与决绝,颇能打动人心。

　 　 【作者简介】方香椿,浙江工业大学附属德清高

级中学。
　 　 【原文出处】《作文新天地》:高中(杭州),2022.
7 / 8. 49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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