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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浸润与术道并举：初中语文大单元
教学的课程重构与育人实践

杨清秀

明水县第三中学,黑龙江 绥化 151700

摘要：初中语文是承载语言表达、文化传承与价值教育的重要学科，特别是在“双减”政策和核

心素养导向的推动下，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正逐步由碎片化走向系统化、整合化发展。人教版语

文教材中大量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篇章，如《论语十二章》《岳阳楼记》《桃花源记》等，为大

单元课程重构提供了坚实基础。本文从“术道并举”的教学理念出发，围绕大单元教学中传统文

化内容的组织策略、课堂设计、表达实践与育人路径展开系统探讨，旨在构建兼顾语言技能与文

化素养的语文课堂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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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教育改革强调核心素养，要求各学科

教学不仅传授知识，更应着力于学生能力的提

升和人格的塑造。作为基础教育中重要的文化

课程，语文教学承担着育德与育美的双重使命。

然而，在传统的篇章化教学中，语文课堂常陷

于字词讲解与技法训练，忽视了文本整体价值

的挖掘，难以实现对学生文化素养与思想认知

的深层塑造。大单元教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

而生。它通过统摄性主题，整合教材中相近或

相通的课文资源，使学生在整体化的语境中获

得知识的系统性与价值的深刻性。

特别是在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传统文

化类文本比重较高，包含大量经典作品与思想

精粹，是开展大单元教学的天然载体。如《岳

阳楼记》《论语十二章》《鱼我所欲也》等，

不仅展示了语言艺术之美，更富含中华民族的

思想智慧与伦理规范。如何通过系统教学策略，

使学生在语言能力（术）提升的同时，实现文

化认同与精神涵养（道）的共同发展，是当前

初中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命题。本文将围绕

“术道并举”的理念，探索初中语文大单元教

学中传统文化教学的系统路径
[1]
。

一、大单元教学理念下的语文课程逻

辑转型

在传统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学以单篇课文

为核心展开，强调语法知识、文言词句及写作

技法的掌握。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学

生对语言知识点的掌握，但往往导致文本解读

碎片化、学习目标狭隘、课程育人功能弱化。

而大单元教学则打破课时割裂，通过主题引领、

多文本融合，将若干具有内在联系的课文整合

为一个教学整体，提升语文课程的综合育人效

能。以人教版七年级上册为例，《论语十二章》

可围绕“修身立德”这一文化母题构建教学单

元，帮助学生理解古人学习之道与人格修养理

念。引导学生理解古代圣贤对人格、学习与生

活的态度，进而思考自身的行为规范与道德选

择。这种教学组织方式更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也更利于价值引导与情感培育
[2]
。

大单元教学的另一重要转型在于从语言

知识训练向文化主题建构的跃迁。在以传统文

化为核心的教学单元中，学生不仅需要识记文

言知识、分析修辞手法，更需从整体文本出发

把握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如《桃花源记》不

仅是一篇描绘理想社会的山水小品，其背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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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的逃避现实、追寻清净的精神旨趣与东晋士

人政治失落密切相关。教师可将其与《岳阳楼

记》《醉翁亭记》进行横向对比，引导学生在

欣赏语言之美的同时，理解“迁客骚人”借景

抒情、以文载道的深层逻辑。通过“读—议—

写”一体化设计，学生在分析文本“术”的过

程中，逐步建构起理解传统文化“道”的视角

与能力，实现语文学习由知识积累向文化浸润

的质的转变。

二、传统文化单元内容的建构逻辑与

统整策略

（一）围绕文化母题构建单元框架

在大单元教学设计中，传统文化的引入不

仅仅是文本的堆叠，而应建立在文化母题统领

下的内容整合上。人教版教材中包含丰富的传

统思想资源，既有伦理道德类篇目如《论语十

二章》《鱼我所欲也》，也有山水抒情如《岳

阳楼记》《醉翁亭记》，还有哲理思辨如《桃

花源记》《陋室铭》。教师可依据“修身”“君

子”“家国”等文化母题将相关课文进行逻辑

聚合，形成有机单元。例如，围绕“修身立德”

主题，可将《论语十二章》《诫子书》《陋室

铭》等文言文结合，设计“修身明志”大单元，

引导学生体会古人修身处世的智慧，激发对道

德修养与人格成长的深入思考
[3]
。

通过文化母题进行统整，还能帮助学生形

成跨文本理解的思维方式，打破以往“读一篇

讲一篇”的孤立模式。比如，结合《出师表》

《邹忌讽齐王纳谏》《使至塞上》，可构建‘忠

言与担当’单元，探讨古代文人政治担当与进

谏精神。围绕“个人忠诚与国家责任”展开探

讨。教师可引导学生比较不同文本中人物的言

行动机及表达方式，深化对“忠诚”“劝谏”

这一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理解。这种以母题统

摄的结构，不仅提升了教学的整体性和深度，

也促进了学生思维的迁移与情感的共鸣。

（二）根据课型功能划分教学任务

在传统文化教学的大单元设计中，不同课

文所承载的教学功能并不相同。人教版教材对

精读、略读、选读等课型做了明确区分，这种

区分为教学任务的分层设计提供了依据。教师

可将“精读课文”用于核心思想的探究，“略

读课文”用于主题拓展，“语文活动”或“综

合性学习”用于表达延伸，构建由浅入深、层

层推进的学习路径。例如，在“山水与政治理

想”单元中，可以《岳阳楼记》为精读核心，

带领学生深入分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

内涵；以《醉翁亭记》为拓展阅读，引导理解

作者借景抒情的情感表达；再安排“写一封古

代名士的信”作为综合活动，实现读写结合、

文化输出。

任务分层还能实现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

参与与表达落地。在教学《陋室铭》与《桃花

源记》时，教师可通过设定差异化任务，让基

础型学生完成文意梳理与语言仿写，拔高型学

生参与主题辩论与跨文本比较，引导他们从

“文”中入，从“道”中出。不同功能的课型

在教学中互为支撑，共同构建完整的大单元架

构，使语文课堂从“教材本位”转向“文化统

整”与“任务驱动”的教学样态，全面激活学

生的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
[4]
。

三、术道并重理念下的课堂教学策略

与表达实践设计

（一）在“术”的训练中引导“道”的思

考

“术道并举”强调语文教学应兼顾语言技

能的锤炼与文化精神的引导，不能止步于语言

层面的“技法训练”。在传统文化类文本教学

中，教师应立足语言，穿透文本，引导学生感

悟其中蕴含的思想精神。例如，在教学《论语

十二章》时，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对偶句式、名

言警句的表达效果，更要引导他们思考孔子关

于“仁”“礼”“君子”等核心理念，体会儒

家对待学习、交往、为人的价值取向。通过设

置如“你认同孔子的哪一句话？为什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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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开放性问题，促使学生在语言分析中完成对

文本精神的吸收，从而实现“由术通道”。

在课堂对话中，教师应鼓励学生以个人视

角切入文本，通过提问、辩论、小组探究等方

式打破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例如学习《邹忌

讽齐王纳谏》时，可引导学生围绕“面对权威

时，我们是否有勇气提出建议？”展开讨论，

从而将“劝谏文化”与当代社会中的沟通、民

主等议题联结
[5]
。教学不应止步于“这句话用

了什么修辞”，而要深入“这句话代表了怎样

的思想”，使学生的语文学习由技能提升走向

思维塑造和价值引导。

（二）从阅读理解走向表达实践

语言理解最终要服务于表达能力的提升。

在大单元教学中，传统文化的学习不能仅停留

在“读懂”，还要引导学生“写出”“说出”。

人教版教材中设置的“综合性学习”模块正是

实现这一过渡的关键平台。例如在完成《岳阳

楼记》《醉翁亭记》等作品的学习后，可设计

“写一篇关于你理想生活环境的散文”任务，

引导学生模仿古人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锻炼

语言的形象性与情感浓度。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可提供写作结构提示，引导学生运用“总—

分—总”的布局方式，尝试使用文言虚词或对

仗句式，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表达的素材来

源。

表达实践还应重视语言思维与情感态度

的统一。在讲授《桃花源记》后，教师可引导

学生撰写“如果我是桃花源中的一员”类想象

性文章，不仅训练文言转译能力，更激发学生

对现实生活的哲理思考。在写作过程中，教师

可设置反馈环节，让学生互相评价“你感受到

同学文章中的理想世界了吗？他的表达打动

你了吗？”通过“语言—情感—价值”三位一

体的表达训练，使传统文化教学从“输入”真

正过渡到“输出”，让学生既有思也能言、既

能感也能写，全面提升综合语文素养。

四、多元评价机制中的文化素养测评

与成长激励路径

（一）构建兼顾技能与文化的立体化

评价体系

传统语文教学评价往往聚焦于语言技能，

如默写、答题和写作，忽略了文化理解和思想

感悟的层面。而大单元教学要求评价体系从

“术”走向“道”，不仅考查学生掌握语言的

能力，更关注其文化理解与价值表达能力。以

“修身立德”单元为例，教师除基础检测外，

还应设置主观性评价任务，如“当代君子应具

备哪些品质”，以此了解学生是否能将古代思

想转化为现实认知。

同时，评价要兼顾学习过程与表达结果，

突出综合性与真实性。在讲授如《出师表》《邹

忌讽齐王纳谏》这类文化类议论文时，可安排

“模拟进谏”演讲活动，借助角色扮演考查学

生语言逻辑、说服技巧和文化理解
[6]
。这样的

评价设计能打破传统考核的局限，使学生在真

实语境中展现所学，形成更全面的语文能力与

文化素养。

（二）强化过程反馈与激励机制

传统文化学习需要长时间沉淀，过程反馈

尤为重要。在大单元教学中，教师可设置学习

日志、小测记录、课堂表现等方式，跟踪学生

学习状态，及时给予书面或口头评语。例如，

在完成“给屈原写一封信”的写作后，教师可

就语言表达、情感深度与文化理解三方面提出

具体建议，帮助学生反思并完善后续表达。

此外，激励机制也是评价的重要一环。学

校可定期举办“古文演讲”“经典诵读”“文

化征文”等活动，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增强

其表达自信与文化归属感。教师亦可设立“文

化小达人”“表达优胜者”等称号，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通过构建激励性、成长性的评价体

系，使评价不仅成为检测工具，更成为学生文

化素养内化与个性发展的助力平台。

五、实践案例分析与课程重构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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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在大单元教学实践中，传统文化母题的统

整设计必须依托于教材资源的真实语境。以人

教版初中语文各册内容为基础，整合《愚公移

山》《桃花源记》等跨年级文本，构建“修身

明志”主题单元，突出“志存高远、明德立身”

的中华传统精神。教学中，教师通过“整体阅

读—母题引导—表达输出”的链条式设计，引

导学生从文本中提取人物精神、社会理想等核

心文化内涵，最终落实到书面表达上。例如，

通过《愚公移山》中的“移山之志”与《桃花

源记》中对理想社会的描绘，引导学生书写一

篇“写给未来自己的信”，实现情感迁移与价

值表达。这一过程中，语文教学不仅传授语言

知识，更在“术”中引导学生追问“道”，提

升学习的文化张力和育人实效。

另一教学实践聚焦于人教版初中高年级

“山水寄情”母题的深层统整，整合《岳阳楼

记》《醉翁亭记》（九年级上册）与《小石潭

记》（八年级下册）等课文，作为大单元教学

资源。教师从文本切入，通过人物心志与自然

描写的对照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古人如何“借

景抒情、寓志于境”，并在写作中内化这一表

达方式。课堂中引导学生比较范仲淹“忧乐天

下”与欧阳修“与民同乐”的精神立场，感受

不同人生境界的表达方式；再借柳宗元描绘贬

谪之地小潭景色中的“孤寂静谧”，引发学生

对现实与内心状态的审美思考。在表达迁移环

节，学生模仿古文风格完成一篇“我的理想山

水”写作练习，表达自身的生活理想与精神追

求。该案例不仅深化了文言文阅读的理解层次，

也提升了写作的文化厚度，体现了大单元教学

在文化浸润与能力生成中的双重价值。

结论

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为初

中语文教学提供了深厚的育人资源。依托人教

版教材开展大单元教学，在“术道并举”理念

引导下，能够实现语言技能与文化素养的同步

提升。本文通过分析课程逻辑、内容统整、教

学实践与评价机制，展示了传统文化在语文教

学中的系统融入路径。未来应持续加强课程资

源整合、教学机制优化与校园文化协同，让传

统文化真正成为学生精神成长的重要力量，使

语文教学回归“以文化人”的教育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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