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语文教学民族化

前段时间，在辽宁省实验中学百花奖讲课大赛上我上了《走进对联》一课，

课堂上我校1301班的同学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积极，课后的反响很好，很多老师

（包括除语文外的其他学科的老师）也在课后的很多场合向我问起关于对联的很

多问题。显然，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对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对联有着

浓厚的兴趣，我很高兴见到这种情况，而这一切也引发了我对语文教学民族化的

思考：

何谓语文教学民族化？

语文教学民族化，简言之，就是力争使我们的课堂教学充分展现我们中华民

族文化特点，呈现中华民族语言特色。语文课程本身就是母语教学的课程，学生

所学的语文，从他学会说话的时候开始，接触的就是语文，我们在对学生进行语

文教学的时候，他不是一张白纸，是在有了一定的积累的基础上，来开展我们的

教学，这就决定了语文课堂教学具有民族化的特点，同时我们的语言本身也带有

强烈的民族化的色彩，这种只有汉语才有的色彩、其他语言不具备的色彩，必然

也影响到语文课堂教学，也影响到语文课堂的一些特点，因此，语文课堂体现民

族化有其必然性。但是，在过去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民族化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引

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这种缺失和短板是必须要解决的。

语文教学如何体现民族化?

一． 基本原则

1．批判地继承：要在语文教学体现民族化就必须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

潜能。而最基本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文化找寻营养。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

化给予了我们太多的宝藏，经史子集，无数经典，都可以被我们拿来变成民



族化教学的工具，从五千年的文化中汲取能够滋润语文课堂的语文因子，并

以此为基点，进行创新，在古代典籍中加入现代教学理念。

2．适当地拿来：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传统文

化， 传统中也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所以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同时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我们还应从其他文化中吸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所以，我们

要在打破传统中发展传统，使传统及传统所培育的人能够适应并创造现实和

未来。 这样的有吸收有摒弃的继承才是真正的继承，才能真正实现语文教

学的民族化。

二． 基本做法

（1）强化阅读

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阅读是最基本的途径。强化阅读可以从

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开始，这个过程可以在初始阶段放慢一些。毕竟，由

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的学生的文言功底相对较差，而与古代经典的接

触如果只是通过翻译过来的白话文，效果自然是很差的。在这一点上，我国台湾

地区开展得非常好，学生从小学开始就由浅到深地接触古代文化典籍，而且文字

是繁体字，所以，在几年的教学之后，台湾学生的语言谈吐和文化积淀都有了长

足的进步。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在配合读经的同时，教学生阅读

简短的古文散文故事，故事来源可以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这些经典

史书中有很多具备教化意义的故事，可以引发学生很多方面的思考。我们还可以

教学生对对子（在百花课上，我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具体接收情况，我们还可以教给学生一点浅近的

古文字、古音韵知识（国学中的音韵训诂学等），当然具体尺度可以灵活把握，

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此后，可以加大深度，在阅读训

练的范围以经书和史书为主，加之以唐宋诗赋、明清随笔等；而阅读训练的原则

是文道结合，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古文中的某些古人理论观点，我们要把握前面



提到的批判继承的原则；而进行阅读训练的基本方法是熟读、精思、博览，从这

样的方法出手；这一阶段的阅读教材可以选择古文选注评点本，《古文观止》等

都可以。

（2）强化写作

除了阅读，在写作方面，我们也应强化。在学生有了一定的阅读基础后，可

以适当强化写作练习。首先，作文训练的原则是“词”“意”并重，也就是说

在义理辞章方面并重，从传统文学中汲取写作营养。古代文学评论典籍中的一些

观点可以拿来。适当合理的运用，可以使学生的文章增加厚重感。其次，作文训

练的步骤是先“放”后“收”，首先鼓励学生大胆地写，放开想象力，等有了

一定的基础再要求精练严谨。最后，作文训练的方法是多作多改或多作少改，多

作指多写成篇的文章，多改指自己多揣摩自己的文章，勤加修改，是自改；少改

指教师不要把学生的文章改尽，要留有余地，保护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和自尊心。

以上所述，只是我对于语文教学民族化的一些肤浅理解，如果想将这种想法

真正地变成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和理念，还需要我们更深入更系统的思考。而深

入践行这一理论，也需教师从更多方面入手提高自己，比如提高自身对教学理念

的深刻领悟力，还要加强本身的古文功底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有了合

理的方法，正确的理念，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之后，我们要科学细心严谨地进

行语文教学民族化的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改正错误，总结经验，继续前行。

我们必须明白语文之路，归根结底就是民族化之路，关涉民族振兴，关涉民族未

来，语文教学民族化之路任重道远。也正因为如此，需要我们语文教师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