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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中小学语文革命文化经典篇目的
构成、递嬗及其启示

曾晓洁　 　 何荟锟　 　 鄢　 波

　 　 【摘　 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人教社 5 版 111 册中小学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出现 3
次及以上的 41 篇经典篇目进行文本细读与纵向比较,发现革命文化经典篇目的内涵与时代明显相关,革命斗

争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其核心主线,确定的 28 位作者基本是革命亲历者或其重要关系人,涉及 5 种文体

但均以革命史实为创作基础,数量变化经历了 3 个时期的批量进入、21 世纪初的批量删除及统编版的重新捡

拾。 建议紧扣革命文化内涵要素,从语言文字切入实现多方位育人价值;增补作者、背景等相关信息,促进文

本真实性的理解;适量增加富含人民中心、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内涵的篇目,精准回应现实需要。
　 　 【关键词】中小学语文教材;革命文化;经典篇目;构成;递嬗

　 　 传承革命文化是语文课程的重要使命,语文教

材是语文课程传承革命文化的基本依托,革命文化

经典篇目则是语文教材传承革命文化的中流砥柱。
对革命文化篇目的关注,涉及现行统编版(如张钧

2021[1]23 - 30、 向 琴[2]16 - 27 ) 和 此 前 版 本 ( 王 帅

2005[3]11 - 14)的单版内部分析,相邻两版的纵向或横

纵综合比较(如朱文辉 2020[4]33 - 41 ),某一学段的多

版本纵向发展(如李爽 2024[5]76 - 84 ),以及个别的专

门针对某学段某版教材经典篇目的研究(如李硕

2021[6]21 - 29)。 综观而言,已有研究主要以举例论证

或微观统计为主,缺乏纵向长线视角的多学段多版

本的统计比较研究,更缺乏聚焦经典篇目的宏观分

析。 为此,本研究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 5 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为

对象,运用文本分析法与多向比较法,从入选篇目的

基本构成与篇目递嬗两个角度分析其革命文化选篇

变迁,并从中获得启示。
一、纳入统计的语文教材版本与篇目

(一)语文教材的版本选取

中小学语文教材成千上万,跨年代进行教材纵

向比较,必须依托有代表性的教材版本。 这里涉及

出版社与年代两个问题。 关于出版社,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一直

是全国教材出版与研究的核心阵地,因此人教社教

材毫无疑问是做跨年代比较研究的首选。 至于时

代,涉及教材的分期问题,准确把握分期后每个时期

精选一套,也可代表整体样态。 而分期,首先需要确

定一个划分标准,本研究参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语

文课程变革的重要事件或显著现象,如:20 世纪 50
年代的汉语文学分科、改革开放初期语文课纲的拨乱

反正、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国“语文教育大讨论”、2001
版课程标准颁布、2016 年起的统编版教材试用推广、
2017 版高中课标与 2022 版义务教育课标的颁布等。

综合以上两个标准及人教社实际出版情况,确
定将革命文化传承视角的语文教材出版情况划分为

以下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初新课标时期、2016 年起统编

版时期。 经过搜寻和比较匹配,确定了拟用作分析

对象的各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 111 册,具体为:人教

社 1955 - 1960 年出版的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共 22
册,人教社 1978 - 1980 年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

课本 20 册,人教社 1994 - 1995 年出版的九年义务教

育、高中共 24 册,人教社 21 世纪新课标版 22 册,人
教社统编版 23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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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文化篇目的统计

1. 革命文化的概念界定

可以从创造时间、创造者、核心内涵等三个向度

来界定“革命文化”。 时间上,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

告的相关阐述中,革命文化都基于时序视角,位列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再结

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7]、《社会主义

革 命 的 目 的 是 解 放 生 产 力 》 [8] 以 及 陈 怀 宇

(2017) [9]41 - 69,166 - 167等相关重要论文,可将革命文化

的创造期定于 1840 - 1956 年,其中 1921 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到 1956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为关键时

期。 创造者方面,从革命力量的组成来看,受马克思

主义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人民军队

是骨干力量,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广大人民群

众是主要力量,民主战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仁人志

士等是促进力量。 内涵方面,到目前为止,较权威的

规定应该是《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10]

所提出的七个要素。 如此,可将革命文化明确为:中
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导下,吸纳旧民主主

义革命经验教训,领导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通过艰

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而创造

的,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人民中心、爱国主义、中国

共产党领导、实事求是、革命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传

统等七要素为核心内涵的先进文化。
2. 革命文化篇目的具体所指

革命文化篇目的具体所指,首先是以前文“革命

文化”定义中的时间、创造者和内涵为标准,但其中

的“时间”是指创作于革命年代或后世但以革命年代

为主要反映对象,“创造者”指革命文化篇目的作者或

革命文化篇目所记所叙所议的对象。 这样,革命文化

篇目必须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创作于 1840 - 1956
年间或反映此期的人物与事件;由革命导师、革命领

袖、革命军队、革命人民和仁人志士所创作,或者反

映上述人员的革命思想、革命活动与革命精神;涉及

革命文化七个内涵中的一个或几个。
但实际界定时仍会遇上一些可能的困惑,为尽量

明晰标准,对革命文化篇目遴选作进一步说明:关于

内涵,同样属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或表达爱国思想、先人后己、艰苦

奋斗等与革命文化七个内涵相似而无关中国革命的,
或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及人文景观但无关革命的,都不

纳入统计,因为它们虽然为革命文化提供了基础或传

承了革命文化,但本身并非革命文化。 关于创造者,
作者或叙议对象是革命导师、革命领袖、仁人志士、民
主战士等革命人物但内容与革命文化内涵关联不强

的,不纳入统计。 关于时间,所叙写事件紧密关联革

命文化但不在 1840 -1956 年之间的,不纳入统计。
3. 革命文化篇目的统计标准

进行革命文化篇目统计时,遇到的特殊情况及

其处理方式如下:第一,内容相似但篇名不同的,以
作者是否相同作为是否合并计篇的标准;第二,同一

篇目在同一版本中出现一次以上的,算作同篇,该情

况仅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版当中;第三,同一篇课

文中含有两篇(首)的,如果独立成篇(如一首诗、一
则通讯)则单独计数;第四,出现在教材辅助系统中

的篇目,统编版小学阶段“阅读链接”因直接呈现了

篇目本身的文本内容而纳入统计,小学“快乐读书

吧”、初中“名著导读”和高中“单元研习任务”因主

要侧重于内容介绍,故不纳入统计。 据此,统计得出

5 个版本 111 册语文教材中共出现革命文化篇目 470
篇次。 为同时保证延续性与一定分析量,将出现 3
次及以上的同篇革命文化课文计为经典篇目,共计

41 篇,入选总次数为 152 次,占革命文化总篇目总入

选次数的 32. 3% 。 其中,出现 5 次的 7 篇,出现 4 次

的 14 篇,出现 3 次的 20 篇。
二、革命文化经典篇目的构成

(一)焦点明显、关联时代的内涵构成

1. 总体内涵聚焦革命斗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

领导

从内涵来看,具体革命文化篇目所包含革命文

化要素的数量与类型各不一样,如沈重《狼牙山五壮

士》反映了革命斗争精神、爱国主义情怀、中国共产

党领导、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共 4 个要素,《改造我们

的学习》反映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事求是思想

路线这两个要素。 细读 41 篇经典篇目,发现经典篇

目所反映的革命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但 7 个要素的

分布并不是平均状态,以革命斗争精神和中国共产

党领导最为亮眼,其他要素或多或少地穿插其间。
革命文化七要素的总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革命斗

争精神 33 篇 (80. 5% )、中国共产党领导 25 篇

(61. 0%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15 篇(36. 6% )、爱国

主义 14 篇(34. 1% )、人民中心 10 篇(24. 4% )、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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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10 篇(24. 4% )、实事求是 5 篇(12. 2% )。
2. 篇目内涵明显关联所创作或反映的时代

革 命 文 化 在 不 同 阶 段 具 有 不 同 侧 重

点[11]134 - 137,252。 统计创作或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
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等六个时期的经典篇目可知:革命文化的 7
个要素,每个时期都出现了的是“革命斗争精神”,并
且出现次数都排在前三;“中国共产党领导”自建党

之初和大革命时期进入,此后一直出现,并于土地革

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三个时期都排在第

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建党之前只出现于《在
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和《伟大的友谊》,此后自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起一直出现,且排名不断上升;“爱国

主义情怀”主要出现于解放战争之前的各个时期,并
且占据比较显要的位置;“以人民为中心”和“艰苦

奋斗传统”出现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的每个阶

段当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主要出现在毛泽东的

《反对自由主义》 《改造我们的学习》 《反对党八股》
和《为人民服务》之中,这 4 篇均创作于抗日战争时

期。 上述情况,既体现了革命文化最具特色的革命

斗争性,也反映了革命文化核心要素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创造这一事实,以及因为各时期革命任务侧重

点差异而导致的革命文化关切点转移。
(二)以革命亲历者为主体的作者群

各篇目作者信息,有的在教材中有直接标注或

说明,其他则经过了综合查找,最后除《毛主席在花

山》和《吃水不忘挖井人》外,确定了其他 39 篇经典

篇目的作者群来自 6 种身份角色共 28 名作者:一是

革命导师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包括

恩格斯、毛泽东、朱德、陈毅、叶挺、陆定一等 6 人;二
是著名革命文学家或著名民主战士,包括鲁迅和闻

一多;三是革命文学家或战地记者、政治宣传员等革

命文艺工作者,包括周而复、魏巍、夏衍、孙犁、管桦、
石峰 / 王玉章、杨旭、方冰、沈重、余心言、王愿坚、李
本深、彭加伦等共 13 人(组);四是革命战士,包括杨

益言 / 罗广斌、张计法、李元兴等共 3 人(组);五是革

命者亲属,包括李星华、特里克·怀特两人,前者是

李大钊女儿,《十六年的回忆》的作者,后者是马克思

女婿,《伟大的友谊》的作者;六是其他革命礼赞者,
包括作家王英琦和记者祁念曾。 就入选的革命文化

经典篇目数量来看,毛泽东有 8 篇(19. 5% ),鲁迅有

3 篇,周而复、魏巍各有 2 篇,其他均为 1 篇。 总体而

言,作者群基本由革命亲历者或其重要关系人构成。
(三)以史实为基础的多种文体创作

中小学通行的文体分类标准有两种,一是根据

文学体裁分为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二是基于具体

的表达方式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
由于四类文学体裁仅面向文学类作品,故本研究结

合各篇目具体情况,采用优先表达方式、辅以文学体

裁的综合分类法,得出 41 篇总篇目的文体情况。 可

以发现,经典篇目的文体比较多样,按占比高低依次

包括记叙文 16 篇(46. 3% )、议论文 8 篇(19. 5% )、
小说 7 篇(17. 1% )、诗歌 6 篇(14. 6% )和应用文新

闻 / 消息 1 篇(0. 2% ),既有纪实性文体,也有联想、
想象偏多的虚构式文体。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革

命文化内容偏向历史性,所以,其记叙文基本是由记

者一线调查采写、战友或亲属回忆现场的纪实性作

品,议论文是恩格斯、毛泽东、鲁迅写的政论文和闻

一多的演讲,小说都来自作者们对不同时期革命生

活深入体验的创作,诗歌的作者是毛泽东、陈毅、叶
挺和曾任《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祁念曾,唯一的应用

文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新闻消息,总体而言,以革命史

实为创作基础,客观性比较强。
三、革命文化经典篇目的递嬗

根据经典篇目首次进入本研究 5 版教材的时间

进行统计,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教版中小学语文

教材就已列入的只有 18 篇,此后,改革开放初期版、
20 世纪 90 年代版分别新增 14 篇、9 篇,21 世纪初版

大动作删除了 13 篇,但统编版又将删除的这 13 篇

重新纳入。 因此,总体来看,革命文化经典篇目在 5
个版本中的变化趋势,大致呈现为一个平缓的

“N”型。
(一)三个时期的批量进入

新中国成立初期版、改革开放初期版、20 世纪

90 年代版均有经典篇目被批量选入。 其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入选的有 18 篇,占 41 篇经典

篇目中的将近一半。 具体篇目如下:《十六年前的回

忆》《沁园春·雪》 《沁园春·长沙》 《为了忘却的记

念》《黄继光》《小英雄雨来》《金色的鱼钩》 《记念刘

和珍君》《包身工》 《再见了,亲人》 《我的战友邱少

云》《回忆我的母亲》 《反对党八股》 《改造我们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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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冀中的地道战》 《飞夺

泸定桥》《老山界》。
改革开放初期共计有经典篇目 32 篇,其中保留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18 篇中的 16 篇(《冀中的地道

战》和《老山界》退出),同时新增了以下 14 篇:《为
人民服务》《手术台就是阵地》 《七律·长征》 《王二

小》《狼牙山五壮士》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

江》《纪念白求恩》 《一个苹果》 《囚歌》 《伟大的友

谊》《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后一次讲演》《梅岭三章》
《荷花淀》。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语文教材中共 41 篇经典革

命文化课文,达到了 5 个版本中的最高峰。 改革开

放初期教材曾出现的经典篇目除《沁园春·雪》外悉

数保留,改革开放初期曾删除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篇

目《冀中的地道战》和《老山界》重新被纳入,此外,
还首次新增了如下 9 篇:《吃水不忘挖井人》《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灯光》《丰碑》《圆明园的毁灭》 《毛
主席在花山》《延安,我把你追寻》《狱中联欢》《中国

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三个时期批量选入的新增篇目,除了革命斗争

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仍是一以贯之的关注点,各
时期经典篇目内容分别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性。 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增篇目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和爱

国主义,这两类革命文化要素分别占到所有 41 篇经

典篇目的 60. 0%和 50. 0% (注:1 篇经典篇目可能同

时包括几个革命文化要素),革命斗争精神、人民中

心地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分别占 42. 9% 、36. 4% 和

34. 6% ;改革开放初期新增篇目对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关切度很高,二者分别占所有

41 篇经典篇目的 53. 3% 和 40. 0% ;20 世纪 90 年代

因为已有前两次批量涌入的奠基,所以新增 9 篇的

革命文化要素分布比较均匀。
新增篇目的革命文化内涵倾向性体现了各个时

代人才培养的特殊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

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一方面要通过强化革命战争

记忆,树立民族自尊自信;另一方面要依靠高强度的

政治组织[12]50 - 52,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尽快提升国

力、不受外侮。 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强化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强调集体意识,并继续增强实事求是精

神。 1991 年颁布了《中小学语文学科思想政治教育

纲要》,要求对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新中

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 [13]37 - 47,革命文化经

典篇目再次成为语文教材选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
留、重拾、新增的篇目聚焦于知史惜今、勿忘苦难、展
望未来,以防颜色革命,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二)21 世纪初的批量删除

21 世纪初课标版的革命文化经典篇目为 25 篇,
其中,回归了《沁园春·雪》,批量删除了改革开放初

期和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两版均选入的以下 13 篇:
《为了忘却的记念》 《我的战友邱少云》 《飞夺泸定

桥》《回忆我的母亲》 《反对党八股》 《改造我们的学

习》《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囚歌》 《伟大的友谊》
《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后一次讲演》《梅岭三章》《荷
花淀》。

此次删除起因于 20 世纪 90 年代高涨的人文精

神及其影响下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语文教育人文

价值重视不够成为当时的共识,2001 版语文课标以

此为背景进行了重大变革,语文教材修订时相应强

化了选文的文学意蕴和人文关怀,删除了一些被认

为“充满战争与暴力”的革命文化课文,新增了一些

反映自然科学、当代生活的篇目。 这些被删除经典

篇目中的革命文化内涵,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8 篇)、共产主义理想信念(6 篇)、人民中心(3 篇)、
实事求是(3 篇)、革命斗争精神(10 篇)、爱国主义

(3 篇)和艰苦奋斗传统(2 篇)。
(三)统编版的重新捡拾

随着时代变化而对教材选文进行增删是正常现

象,但 21 世纪初各版语文教材对革命文化篇目的删

除还是引起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此后,教育部

组织了强有力的编写队伍,开始了统编三科教材编

写以加强中小学意识形态教育,统编版语文教材也

应运而生。 统编版教材选文坚持了经典性、文质兼

美、适宜教学的传统标准和适当兼顾时代性的新标

准[14]3 - 11。 相较于 21 世纪初课标版,统编版仅对《一
个苹果》《再见了,亲人》这 2 篇革命经典篇目做了删

除,其他都是重新捡拾做加法:一是使 21 世纪初批

量删除的 13 篇回撤 12 篇(仅《飞夺泸定桥》未回

归),二是将此前 4 个版本中出现过两次的《纪念白

求恩》《冀中的地道战》《老山界》这 3 篇重新引入统

编版,最后共有革命文化经典篇目 38 篇。
(四)持续入选的架海金梁

进一步梳理前述材料得知,持续入选 5 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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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文化经典篇目有 7 篇,含小学阶段的《十六年

前的回忆》《黄继光》《小英雄雨来》《金色的鱼钩》和
高中阶段的《包身工》《沁园春·长沙》《记念刘和珍

君》。 此外,另有《为人民服务》 《手术台就是阵地》
《七律·长征》 《王二小》 《狼牙山五壮士》等 5 篇自

改革开放初期入选后持续入选。 这些持续入选的课

文,成为语文课程传承革命文化的架海金梁,它们宣

传了毛泽东、李大钊等目光远大、无私无畏、沉着乐

观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塑了王二小、雨来等

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典型,礼赞了黄继光、刘和珍、
狼牙山壮士、老班长等用生命诠释理想信念的革命

烈士,宣讲了为人民服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的革命制胜路径。
四、革命文化经典篇目构成与递嬗的启示

(一)紧扣内涵要素实现多方位育人价值

本研究结论表明,革命文化内涵丰富,经典革命

文化篇目中广泛地分布着革命斗争精神、中国共产

党领导、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人民中心、艰
苦奋斗、实事求是等革命文化要素,具有多方位育人

价值。 通过经典篇目,看得见共产党为国为民的初

心使命的真切表现,体会到革命队伍对“一切言论行

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

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15] 这一理论的生动

把握,感觉到基于理想信念的艰苦奋斗能令人“那么

顽强,那么勇敢,而且……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

敌” [16]3,等等。 这些经典篇目在多个时期的语文教

材中反复出现,说明了它们具有“超越历史的任何时

代都需要的精神能量” [17]99 - 105,而它们内在的革命意

蕴,又与各时期语文课纲相互应和,共同说明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是语文课程的必然职能,说明“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18] 是包含新时代在内

的各时期的育人基本要求。
但当前不少教师不敢或不愿将革命文化篇目的

教学功能准确定位于传承革命文化。 这种情况,可
能是因为革命文化本质上是政治文化,而语文教育

史上确曾出现过把语文课当政治课的不良现象;也
可能是因为把握了语文课程特有功能在于“发展语

言文字运用能力”,却未能领会新课标的新要求,不
理解《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文化

自信”列为语文课程核心素养之首[19]4 的意义,不懂

得语文教材不同类型篇目其实具备不同的“教材

位”,革命文化篇目的核心功能是通过领悟语言文字

实现“以文化人”。 实际上,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文化

的一部分,它是认识作品艺术形象并进而深刻领会

作品思想内容的基础[20]652 - 653,有构建情境的天然优

势,能帮助读者立体化、系统性地理解革命文化篇目

中的人物、故事与道理,从而使革命文化学习更具沉

浸感、吸引力与说服力。 所以,应从革命文化的七个

内涵要素出发,挖掘革命文化篇目的以文化人价值,
并以其自带温度的语言文字作为依托,全面实现革

命文化篇目应有的育人功能。
(二)增补相关信息促进文本真实性理解

本研究对革命文化经典篇目作者构成与文体构

成的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革命文化经典篇目的作

者群基本是革命亲历者或其重要关系人;另一方面,
革命文化篇目虽然涉及记叙文、政论文、新闻报道、
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但均以革命史实为创作基

础。 因此革命文化篇目的主体内容具有良好的史实

真实性。 不过,“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

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

是‘美’” [21]24。 大部分革命文化篇目都属于“求美”
的文学创作,因此,解析革命文化内容的真实性时,
要根据文学创作基于现实且高于现实的基本原理,
尊重文本特点,把握史实限度,寻找文本内部的

自洽。
但通过所谓审视“细节真实”而质疑课文真实性

的现象在学校内外并不少见,而“相信”是传承的根

基,相信革命文化篇目中革命人物言行举止的历史

真实或文学真实,才有产生认同进而传承的可能性。
为减少误读误判,教材编写完全有条件从作者、创作

背景、事件背景、人物关系背景等角度提供核心相关

信息,或者直接呈现,或者链接提示,或者将相关多

篇进行互文式组元,从而协助师生直接或按图索骥

获得尽可能多的背景知识,在更广阔的视野、更深远

的景深当中理解每篇革命文化课文的史实真实与文

学真实。
(三)基于现实需要精准增加适量篇目

对革命文化经典篇目的递嬗研究发现,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时期革命文化经典篇目呈和缓的 N 形发展

态势,现行统编版教材的革命文化总量与经典篇目均

暂未达到各版中的最高峰,统编版各印本的微调也显

示其仍处于小幅增量进程之中,且各时期新增经典篇

目均反映了当时人才培养的特殊需要。 同时,经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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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对不同革命文化要素的反映量有差异,如革命斗争

精神出现频率为 80. 5%,而有些要素如人民中心、实
事求是分别只有 24. 4%、12. 2%。 语文教科书体现了

国家对当时语文课程范畴内“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
基本判断,什么样的革命文化篇目更能助力语文课程

高质量传承革命文化,或许 “继承发展,守正创

新” [22]12 -21就是最佳答案,其中,继承、守正即对经典篇

目的承续使用,发展、创新则是对包括因时代急需而

增加的相关篇目予以补偿式教育。
对照当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革命文化 7 个内涵要素均具备良好的思想

政治教育与人格教育价值,有助于解决拜金主义、
个人主义等思潮影响下较普遍出现的理想信念薄

弱、革命精神匮乏、艰苦奋斗意志不足等问题。 经

典篇目中的革命文化要素分布量,直接影响教材使

用者的关注度。 统计显示革命斗争精神已经得到

强力凸显,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36. 6% )、艰苦奋

斗(24. 4% )的出现频率还可提高。 此外,人民中心

执政理念(24. 4%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极重

要支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2. 2% )是探索事物规

律、培育唯物史观的关键路径,也可适当加以增补。
而具体增补篇目,可优先考虑以往教材曾用篇目,核
查其所聚焦展现的革命文化要素,如重点体现艰苦

奋斗成长史的《制造枪榴弹》(新中国成立初期版七

年级下册)等,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选材思路和结构

化融入的编排思路,利用好教材中革命文化篇目可

能的宝贵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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