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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初中语文教材革命文化

内容编排特点及教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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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革命文化内容具有典范性与历史性。对于此类篇

目，教学设计要以大概念统领革命文化，进行深度教学，推进学生对革命文化的深度理

解；教学实施要在真实情境中展开语文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对革命文化的传承；教学评

价要指向表现性任务的达成，促进革命文化学习的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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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标明晰了革命文化的学习目标、主要内容

和主要载体，同时将革命文化内容贯穿于语文学习

任务群中。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精选革命文化主题文

本，结合“三位一体”阅读教学体系，科学设置导读

提示、思考探究和积累拓展等助读系统，强化革命

文化学习的综合性与实践性。然而，当前语文教学

中，革命文化学习仍然处于浅层状态。因此，我们

亟需认真梳理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革命文化内

容，寻求产生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才能将革命文

化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教材革命文化教学内容编排特点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体现革命文化内容的课文篇

目呈逐年增加趋势，且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典范性。教材选取的革命文化篇目大多

是名家所写，有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作品，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萧红、

艾青、戴望舒等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光未然、

贺敬之、吴伯箫等长期在革命队伍中边工作边写作

的作家的作品，还有杨振宁、王选等科学家的作品。

其二，历史性。统编初中语文教材选编了 30 多

篇反映中国现当代不同时期的革命文化作品。其中，

创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有反映五四

精神的，有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人民抗击日寇表现

出的英勇精神的，有表现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为

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的作品，一方面回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的文化，另一方面通过描写新中国建设过程以及改

革开放后的新人物、新成就，展现革命文化与时俱进

的特点。

从教材编排内容来看，其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文本类型的全覆盖。所选篇目涉及“文

学类”“论述类”“实用类”等基本语篇类型。文学

类文本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大多反映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

刻画了众多革命志士与英雄人物形象；论述类文本

大多是阐发革命精神的优秀论文与杂文；实用类文

本有说明文、演讲词、新闻、通讯等，大多反映不同

时期的革命历史背景以及建设成就。

其二，学习领域的全融通。在单篇阅读教学的

基础上，融入整本书阅读教学以及综合性学习。整

本书阅读中，《红星照耀中国》《艾青诗选》为精读

名著，《白洋淀纪事》《红岩》《创业史》《长征》等

为自主阅读篇目，渗透了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红

岩精神、艰苦创业精神等。此外，结合《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设置了探究专题——“红色经典”的现实

意义；在九上诗歌“活动·探究”单元任务二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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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中，附录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

其三，学习材料的群阅读。选文采用“1+Х”群

文阅读方式开展主题阅读与探究阅读。统编初中语

文教材课后练习“积累拓展”部分采用多种方式，

引导学生进行大量阅读实践：或以一篇课文带动多

篇文本，或以一篇文本带动一本书，意在用课内阅

读带动课外阅读。如《纪念白求恩》一课，拓展阅读

了朱德《纪念白求恩同志》、聂荣臻《“要拿我当一

挺机关枪使用”——怀念白求恩同志》等。

二、教材革命文化内容教学路径

（一）教学设计：以大概念统领革命文化的深度

教学，推进革命文化的深度理解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包含革命文化的大概念。

以短语方式体现的大概念，如“五四精神”“红船精

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等。以基

本问题体现的大概念，如“闻一多作为学者与作为民

主战士的‘说’和‘做’有哪些不同？”“中国人失掉

自信力了吗？”等。以正式理论呈现的大概念，如《纪

念白求恩》中提出的“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相关

理论。这些具有“红色”特征的大概念既折射出中国

革命者的精神光华，也凝聚着中国革命思想的结晶。

以大概念统领的教学设计大多指向单元教学，

因此，借助革命文化的大概念组织教学需要对教材

进行重组与整合。一是同册教材的重组，如围绕“抗

战精神”大概念，可以将七下《土地的誓言》《黄河

颂》、八上《白杨礼赞》、八下《回延安》《灯笼》、

九下《沁园春·雪》《我爱这土地》等组合教学。二

是不同册教材的重组，如将七下《说和做》与八下

《最后一次讲演》组合，探究闻一多先生不同身份

的“说”和“做”。三是采用“1+Х”的阅读方式，如

围绕大概念“延安精神”，由《回延安》一课拓展阅

读莫耶《延安颂》、祁念曾《延安，我把你追寻》、曹

靖华《小米的回忆》、吴伯箫《记一辆纺车》等。

（二）教学实施：在真实情境中开展革命文化学

习的语文实践活动，促进革命文化的传承

1. 注重沉浸式学习，在复杂学习情境中发展学

生的高阶思维，提升学生的革命文化认知能力。

单一学习情境往往只能产生浅层学习，复杂学

习情境才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复杂学习情

境包括日常生活情境、文学体验与文化参与情境、

跨学科学习情境等相互融通的情境，往往以“任务

链”的方式组合展开。比如，阅读《艾青诗选》可设

置以下系列学习任务。

任务一：为班级微信公众号“清夜读诗”栏目

编写一期图文、音频稿件，推荐艾青的诗歌。内容

包括诗歌原文、推荐理由、诗歌赏析，以及与诗歌

内容匹配的图片、朗诵诗歌的配乐音频。同时将其

中的优秀作品向学校公众号等媒体推荐发表。

任务二：细读诗选，先整理归纳诗选中出现频

率较多的意象，然后选择某一类意象进行探究，并

在班级“艾青诗歌意象”探讨会上交流成果。

任务三：检索《艾青诗选》中的同题诗歌，小组

合作，比较其内在关联。

上述任务中，任务一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情境，

诗朗诵可以深化文学体验，撰写荐读和评析文字属

于文化参与活动，编辑图文、录入音频需要运用美

术、音乐以及信息技术等学科技能。任务二与任务

三重在培养学生提取信息、筛选分类、比较概括、

归纳总结等高阶思维能力。

2. 融入情感体验与审美判断，在审美鉴赏与创

造的过程中，走进革命人物的心灵深处，深度体验

革命征程的艰辛与伟大。

当代青少年受快餐文化和娱乐主义的影响，很

难与革命文化作品产生共鸣。因此，革命文化作品

的学习必须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在学习过程中产

生共情，这样，学生的情感体验才会更加深入。教

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角色体验，让学生设身处地地

理解革命人物的言行与精神世界，进而与作品以及

作品中的人物展开深度对话，运用审美判断领略作

品的艺术价值。例如，于漪老师在教学《最后一次

讲演》一课时就采用了这样的教学过程：导入环节

引用闻一多《红烛》“序诗”，点明时代背景，激发

学生情感；接着出示《闻一多传》的封面，简介“红

烛”形象；然后再现闻一多演讲场景，点燃学生爱

憎之情，再让学生做“现场”讲演，把握短句以及感

叹句表达的语气与情感。［1］

在审美鉴赏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捕捉作家的独

特发现与创造，把握艺术形象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这样，才能引导学生进行审美判断，而不是道德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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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才能使学生触及作品表现的真善美，对革命文

学作品的解读才会走出“贴标签”的陋习，从而走

向具有美学意味与文化意蕴交汇的生命化阅读境

界。比如，阅读《老山界》《驿路梨花》《谁是最可

爱的人》等经典篇目时，教师可引导学生从红军夜

行“火把”形象的象征意义、“梨花”与哈尼族小姑

娘形象的映照、志愿军血战沙场与后方人民幸福安

宁生活的对比等角度，进行审美观照，挖掘其中的

革命文化内涵；阅读《土地的誓言》《灯笼》《壶口

瀑布》等课文，要引导学生抓住东北大地有特征、有

意味的景物组成的画面，灯笼与火把、探海灯以及燎

原之火的联想，壶口瀑布折射的人情与个性等，进行

审美化解读，联系时代背景，体会审美对象的革命文

化意蕴。

3. 倡导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在历史语境与文本

语境中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水平。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重在发展学生实证、推理、批

判与发现的能力，理解作者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增

强思维的逻辑性与深刻性，提高理性思维水平，学习

负责任、有中心、有证据地表达。解读革命文化作品

需走出旧有的解读定式，从思辨的角度审视文本。

阅读《纪念白求恩》《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等阐发革命精神的议论文，要分析文本论证的思路

与理据，同时明晰作者阐发的革命文化核心思想。

阅读新闻、通讯以及演讲词，要联系时代背景，分

析历史事件的真相，把握作者的革命立场与观点。

阅读反映革命文化的文学作品，要从历史语境和文

本语境多角度理解分析，感受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

的革命精神与崇高品德。比如，学习《回忆我的母

亲》一文，不少教师将教学目标定位于感受母亲的

品格，通过梳理母亲勤劳一生的具体事例，体会作

者对母亲的赞美以及怀念之情。如此阅读，往往忽

视了文本书写的历史语境，也没有关注文本的内在

语境。因为，文中的“我”与“母亲”皆有特定身份：

“我”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而“母亲”则是劳动人

民的代表，且文章发表于 1944 年 4 月 5 日的《解放

日报》。由此看来，作者不仅赞颂了母亲作为劳动人

民所具有的勤劳俭朴、宽厚仁慈、坚韧顽强的优秀

品质，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要尽忠于民族和人民、尽

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因此，学习这篇文章需要

采用思辨性阅读的方式，从“母亲”“我”“我与母亲”

等维度，结合时代背景，把握作品内涵，理解作者的

写作意图。教学时，教师可以围绕教材预习提示，

还原历史语境，展开思辨性阅读。具体可将两副挽

联的上下联作为切入点思考问题：母亲为何无愧“劳

动阶级完人”的称号？朱德作为“八路功勋”“民族

英雄”，受到了母亲的哪些影响？如此，不仅要关注

前文写母亲的内容，更要关注后文写“我”走上革

命道路献身民族抗战事业的内容。这样才能在文本

的全语境中领略作品主旨，才能对作品蕴含的革命

文化有更深的体悟。

（三）教学评价：指向表现性任务的达成，培养

拥有评估能力的学习者，促进革命文化知行合一

表现性任务可用作学习经验，并在形成学习经

验的过程中提供形成性反馈；也可作为学生在学习

了精心设计的概念和技能之后的总结性评价。［2］显

然，革命文化学习需引入表现性任务，并通过评估

促进深度学习达到知行合一。

1. 表现性任务必须建立于学生与教学材料的显

著互动中，在“做中学”，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与写作能力，表达对革命文化的深度理解。

比如，围绕《红星照耀中国》开展项目化学习，

项目驱动问题可设计为：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我们如何推广红色文化？由此，再设计以下五项学习

任务：（1）共赏红色影视，接触“红色”经典；（2）共

读文本，了解“红色”精神；（3）探寻访问，撰写“红

人”小传；（4）小组合作，设计“红色”路径；（5）大力

宣传，推广“红色”文化。前两项任务为跨媒介阅读，

只有深度学习文本，之后开展的“写小传”“设计路

径”“文化宣传”等表现性任务才会有根基。 

2. 表现性任务作为学生学习证据的有形作品，

能够提高教学反馈的效度，促进学生进行学习反

思，引导学生将革命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

比如，上述《红星照耀中国》学习任务三需要

完成的有形作品有：（1）采访身边具有红色精神的

人物，完成一份采访提纲，附上一张采访照片，并

整理关于采访对象的资料；（2）制作一份采访微视

频或一份采访音频；（3）完成一份人物传记。

以上，有体现写作素养的作品，如采访记录、

人物传记；有体现口语交际成果的作品，如采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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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人物图片、采访音视频材料。学生在完成作品

的过程中，需深入现场、全面调查，再根据作品主

题和表现形式呈现作品。如此教学，自然会引发学

生对革命人物、革命事迹、革命精神等的真实感受

与理性思考。

3. 表现性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的评估能力，通过

评价量表或评估准则进行自评、互评，能提升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也能深化学生对中国革命历程以

及革命先辈奋斗人生的切身体验。

《红星照耀中国》项目化学习呈现的成果可以

通过评价量表进行多向性评价，评价材料包括纸质

文本作品和电子媒介作品，评价主体由学生个人、

小组、教师三方组成，评价过程能促进作品质量的提

升，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提升学习品质。学生在

阅读评价作品的同时，还可以扩大阅读面，渗透感性

体验，强化理智判断。如此，学生对革命人物形象和

革命精神会有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

三、初中语文课程与革命文化教育的发展趋势

1. 教材修订需要进一步优化整合革命文化教学

内容，与新课标相应的任务群学习特点以及大单元

教学趋势相适应。 

21 世纪迫切需要的高阶概念性思维能力包括

跨文化、跨时间、跨情境迁移概念和概念性理解的

能力。［3］新课标对“三种文化”课程内容进行了具

体阐释，教材修订可以通过目标取向、文本选择、

学习实践活动方式等体现不同学习任务群的特色，

同时设置关联性学习内容，实现对不同学习任务群

内容的整合。比如，以“五四精神”“长征精神”“中

国梦”等大概念组织单元，选择教材内容，以学习

任务为导向，都有利于在大情境、大任务统领下开

展语文实践活动。

2. 充分开发地方革命文化课程资源，多路径共

建共享课程资源，让红色基因融入青少年的血液。

新时代革命文化教育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趋

势。首先，教师需要强化革命文化的本地教育，充

分利用当地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促进课内与课外

的融通。其次，教师要凸显革命文化的本色教育，

拒绝娱乐化、粗俗化、浅表化教育，通过一手资料

以及现实情境，多方面了解革命史实，全方位感知

英雄形象，深层次洞察革命精神。这样才能寻得初

心，达成共鸣，激发爱国热情。

3. 发挥跨学科学习的整体育人优势，开展语文

综合实践活动，增强革命文化教育的广度与深度。

“双减”背景下，语文学习的方式正在不断革

新，项目化学习已成为热点。教师可以结合教材以

及课外资源，整合革命文化课程资源，以革命文化

学习主题为引领，开展项目化学习，将语文学科与

其他学科学习相融通，开展阅读与表达、梳理与探

究等语文实践活动，在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思辨性

阅读与表达、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整本书阅读等

任务群引领下，增进革命文化理解，深化革命精神

认同，同时形成全学科、全员育人的氛围，引导学

生从不同学科视野多维度理解与传承革命文化。

4. 语文教师要肩负民族责任与育人使命，必须

加强“三种文化”的深度学习，做革命文化的接力

者与播种者。

语文教师要有政治自觉、文化自信，必须跟随时

代进一步学习“三种文化”。为此，学生不仅需要重

读现代革命文化经典作品，还要阅读当代革命文化

优秀作品。这些阅读任务既是青年语文教师的必修

课，也是老教师的重修课。近年出版的优秀作品，由

于革命史实材料进一步公开完备，文学艺术表现手

法也变得丰富多样，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样十分

厚重，如李准《黄河东流去》、陈忠实《白鹿原》、宗

璞《东藏记》等作品。这些作品既继承了传统的现实

主义表现手法，同时又吸收了外国现当代文学的新

的表现手法，人物形象塑造摆脱了“高大全”的概念

化手法，主旨也变得深厚蕴藉。显然，只有教师成为

革命文化的深悟者，其传播革命文化的热情与觉悟

才会发自内心，才能将红色的种子播种在学生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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