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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文化自信”的
多维细读与实施路径

王　 军

　 　 【摘　 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语文核心素养”划分为“文化自信” “语言运用”“思

维能力”“审美创造”四大维度。 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自信不仅对应了语文学科的课程内

容,同时更契合了人文性的属性定位。 教师可以紧扣新课标的描述,分别从“认同与信心” “热爱与继承”
“关注与参与”“了解与借鉴”等四个方面入手,通过课标研读,构建文化自信的实施路径,助力学生语文核

心素养的发展。
　 　 【关键词】课程标准;文化自信;核心素养;路径建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新课标”)首次在义务教育阶段提出了语文核心

素养的概念。 其中,文化自信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

维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和标准? 语文教学又

该如何落实文化自信,以推动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

发展?
一、认同与信心:寻找生活“认同”点,在无限接

近中落实文化“自信”
新课标指出:“文化自信是指学生认同中华文

化,对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有坚定信心。”文化存在于

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鲜活的载体浸润于学生的内

在意识。 文化认同是基础,自信则是认同的升级。
认同不代表自信,但自信则需要建立在认同的基础

上。 当学生面临两难,自然而坚定地选择民族文化;
当遭遇外来文化的侵袭,会毅然决然地站在民族文

化的一面;当遇到障碍时,会选择用文化渗透的理念

解决问题……这才是文化自信该有的样子。
统编版三年级古诗 《元日》,基于新课标关于

“文化自信”的描述,教师可以从三个层次展开教学。
一是理解诗意,梳理习俗文化。 古诗的篇幅决

定了描写“元日”场景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面展开,
王安石选择了几个与“元日”相关的典型传统习俗:
放鞭炮、喝屠苏、贴桃符。 将这些习俗作为解构诗歌

的基点融入诗句中,不仅可以避免诗意理解的机械

生硬,更凸显了诗歌语言的画面感,散发出浓郁的习

俗文化。 如此理解诗意,不仅整合运用了注释和工

具书内容,更在展现中华民族传统习俗文化中,将诗

句转化成为鲜活的画面和具体化的场景,让学生在

梳理、罗列文化的过程中,理解诗意,并初步感知了

文化的内涵。
二是拓展资源,了解习俗文化。 知道习俗并不

等于了解习俗,认同感仍无从落地。 这首诗中的习

俗,放鞭炮是很多孩子乐此不疲的,桃符也逐步演变

为春联和年画,学生也较为熟悉。 教师可以组织学

生结合自己家乡过年时的风俗习惯,说说自己放鞭

炮、贴春联时的经历和感受,在交流分享中扩大视

野,丰富认知,形成习俗文化的感知积淀。 而其中的

“喝屠苏酒”,很多学生相对陌生,教师可以拓展相关

资料,展现古人畅饮屠苏的生活画卷,组织学生洞察

习俗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寓意,对“饮屠苏”文化内涵

形成深刻理解,更为后续引导学生感受人们在除旧

布新政策下奋发进取的状态奠定了基础。
三是链接生活,认同习俗文化。 文化的价值,不

能局限于感知与理解,而应该是源自内心的认可与

悦纳,即认同。 真正的认同,是内心意识的接受,更
需要自然无痕地融入自身的言行自觉中。 当学生在

生活中邂逅生活常态时,自然形成认知上的亲切、新
奇,甚至共鸣———这是强化学生文化认同的最好

时机。
教学时,教师可以建构这样的话题:春节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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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传承千年,你觉得这样过春节有意思吗? 对比

现在过春节的方式,你更愿意选择哪一种? 教师鼓

励学生大胆发表对习俗的看法,以呈现他们对传统

习俗文化的感受与理解;也可以与年味越发寡淡的

当下进行对比,从而作出思辨性判断:我们是否需要

这样的习俗? 辨析这些传统习俗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
二、热爱与继承:激发情感“热爱”点,在“继承”

弘扬中落实文化自信

新课标指出:“通过语文学习,热爱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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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同到热爱,
直至继承、弘扬———新课标旗帜鲜明地揭示了“文化

自信”形成的发展层级。 热爱,即源自内心真诚的喜

爱。 因为“热爱”,所以要“继承”,更要“弘扬”。 “热
爱”,藏在心底,更需要落于行动。 “继承”,就是最基

本的行动。 在“继承”的基础上,还需要“弘扬”。
例如,教学统编版六上小古文《伯牙鼓琴》时,教

师可以紧扣故事中易于激发学生“热爱”的价值点,
为学生理解和热爱、继承和弘扬文化助力。

一是解构故事原型,了解知音文化。 在理解小

古文大意后,教师可以通过解构故事原型让学生了

解知音文化。 教材中课文并不是“俞锺之交”的完整

版本,只是重点展现了“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的典

型画面以及“伯牙断弦绝琴”的高潮情节。 教师可以

借助资料补充故事的原型结构,将俞伯牙和锺子期

相遇、相知、相交、相隔的经历和盘托出。 基于此,学
生会被两人之间相见恨晚、心有灵犀的知心之交深

深感动。 就此,学生达成了对知音文化的初步体悟,
“热爱”点也逐步明朗。

二是强化辨析审视,热爱知音文化。 教师补充

两人身份信息:俞伯牙是士大夫,身份高贵;锺子期

只是一名砍柴的樵夫,地位卑微。 具有冲击力的资

源,无疑给学生重新审视和辨析知音文化提供了全

新的支架,并最终认识到,真正的“知音”不仅具备心

灵互通的先决条件,还不受交往时长、彼此身份的制

约。 在这一板块中,学生不再是机械而冷静的旁观

者,内心涌动着强烈而浓郁的敬佩之情,对两人所铸

造的知音文化蓄足了满满的“热爱”。
三是置换时空背景,继承知音文化。 从热爱到

继承、弘扬的质变过程,本质上是时空置换、认知穿

越的过程。 为此,继承和弘扬文化,绝不能生硬搬运

和机械复制,而需要明晰古今文化的分叉点,找准古

今文化的交融点,在当下文化价值取向下,促成文化

的继承和弘扬。 比如教师从当下时代背景下出发,
设计以下教学环节:首先,基于学生对“知音”文化的

现有理解,引导理性思考:假如俞伯牙和锺子期两人

生活在现代,你觉得他们还可能成为知音吗? 其次,
教师可以继续借助时空背景的置换,将学生对“知
音”文化的认知,朝着全新之境推动,以达成弘扬的

目的。 比如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应该从俞伯牙和

锺子期身上学习什么,才能寻找到自己的知音? 由

此,学生就可以自由地从当下时代的文化标准入手,
积极探寻、辨识“知音”文化的继承点和弘扬点,并在

内心意识中播下新时代下“知音”文化的种子,在深

度继承和积极弘扬中生根、发芽。
三、关注与参与:把握生活“关注”点,在“参与”

审视中落实文化自信

新课标在描述“文化自信”时提出要“关注和参

与当代文化生活”。 当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和

发展。 文化需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蓄积和沉淀,去
其糟粕,取其精华,经历岁月和时空的检验。 基于当

下,人很难超越自身利益而公平地评定文化,所以无

论是关注当代文化,还是参与当代文化,学生都成了

推动文化发展的成员之一。 文化的发展,由“认同”
之人与“热爱”之人共同参与,“文化自信”就能得到

悄然落实。
如“学说新闻”是统编版四下口语交际的训练主

题。 新闻具有鲜明的即时性特征,表现为对社会热

点事件和现象的关注,需要学生有捕捉、洞察和分析

的思维意识,是引导和组织学生关注和参与文化生

活的良好渠道。
一是精选新闻话题,在“学说新闻”前关注文化

现象。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究竟哪些新闻话题适合

走进小学生的视野,又有哪些热点事件蕴含浓郁的

文化特征? 一般而言,选择的话题除了要求具备常

态化的新闻性之外,教师还要站在语文课程教学的

立场,遴选和构建契合学生认知水平、贴近学生生活

的话题。 在正式学说新闻之前,教师不要急于对学

生的文化生活展开指导,可以引导学生养成关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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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象的意识,开启文化生活的关注模式,为后续的

感受文化内涵、参与文化生活奠定基础。
二是精练评述能力,在“学说新闻”中抒发文化

感受。 “说新闻”的核心价值在于抒发属于自己的文

化感受,教师要着力鼓励学生在文化现象评判的基

础上阐述自己的理由。 由此,学生不仅达成了对新

闻“传达”的要求,同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阐述出

自己的理由,在汲取信息的同时抒发了文化感受,深
化了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认知。

三是精设实践活动,在“学说新闻”后参与文化

生活。 教师针对这一新闻话题,设置延续性的文化

活动:收集其他学科、其他版本、其他时期的教材,关
注插图特点,择机评选最美教材;重点关注语文教材

中的课文插图,哪一篇课文的插图给自己留下的印

象最深,说说自己的理由;也可以鼓励学生尝试给课

文绘制插图并简要说明设计用意和绘制感受。 作为

“说新闻”内容的延续,这一板块的活动旨在通过实

践性活动,强化学生对文化生活的内在体验,通过收

集对比、辨析评价、审美鉴赏、创意绘制等不同方式,
为学生搭建参与文化生活、体验文化属性的多维

平台。
四、了解和借鉴:依循价值“了解”点,在对比“借

鉴”中落实文化自信

新课标在“文化自信”的描述中,最后指出要

“初步了解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具有比较开阔

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文化底蕴”。 文化自信,绝不该

排外;排外的文化,也绝不会自信。 所以,了解外来

文化,借鉴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非自信而不能

为。 了解的目的,是为了借鉴,但借鉴的方式,不是

简单叠加,而应是辨析后的聚合,与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为一体,由此才能具有开

阔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文化底蕴。
统编版四下《“诺曼底号”遇难记》,虽然是一篇

外国文学作品,但不乏值得了解和借鉴的优秀文明

成果。 教学时要注重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融合,帮助学生形成比较开阔的文化

视野。
一是紧扣文体特质,体悟人物形象。 在教学

《“诺曼底号”遇难记》时,教师可以紧扣哈尔威的言

行细节,体悟其立体、多维的人物形象。 如从“全体

安静,注意听命令”,感受哈尔威的临危不惧、镇定自

若;从“必须把六十人救出去”,但哈尔威唯独忘记了

自己,展现了他心系他人的职责担当和舍己为人的

优秀品质;从“哪个男人胆敢走在女人前面,你就开

枪打死他”,展现了哈尔威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是紧扣人物形象,解构外来文化。 文化自

信,要在理解、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

同时,以积极、包容的气度欣赏其他民族的优秀文

明成果,积极悦纳并融入自身的文化体系。 在揭示

和体悟哈尔威船长形象时,教师可以将学生的认知

从感悟人物形象的维度升级为对西方文化的认知,
如哈尔威对妇女儿童的关照,是人人平等思想的体

现;开枪打死“胆敢走在女人前面”的男人,既是西

方社会一直倡导的“女士优先”原则,更展现了其

独特的绅士文化;船长救出所有乘客和船员后毅然

决然地选择与船共沉也正是西方航海文化的价值

使然。
三是紧扣外来文化,借鉴文明成果。 解构文化,

是为了呈现文化、展示文化;借鉴文化,不是毫无标

准地一味点赞,更不是无条件地照单全收,而是需要

将其置放在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重新考量和把握,
取其精华,寻找并确定学生内在文化认知体系中的

坐标。 比如,品鉴这篇小说中人人平等、关心弱者的

思想,教师不妨引导学生联系展现伟大领袖平易近

人的故事与课文,同时借助本册教材中《黄继光》《狼
牙山五壮士》等红色革命类文本,提炼出看待生死、
牺牲方式等不同的话题,帮助学生在联系和对比中

感受小说中所散发出来的独特人性光辉,把握外来

文化优秀成果,继而丰富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
形成较为丰厚的文化底蕴。

语文教学需要充分发挥课程资源丰富、多维的

优势,依循新课标的解读以及设定的发展路径,在充

分把握文化自信特质和学生认知规律的链接点中,
将文化自信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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