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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学
生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学习材
料”，如此，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学
的主体”的作用，但“学习材料”参
差不齐，也造成了部分学生在“学
习信息茧房”中找不到出路，一些
同学被局限在部分劣质的“材料”
中苦苦挣扎，以为语文学习就是

“死记硬背”。因此，需要发挥语文
老师“教”的引导作用，为学生辨别
出优质“学习材料”，提升学生的学
习能力，同时借助多重补充材料增
浓语文课堂的“文化”味儿，培养学
生的文化素养。

语文教学如何用好、用活补充材料
——以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核心素养为例

宁波市第十九中学 王文欣

大数据时代，多媒体视频等教学材料在语文学科教学中适用

面极广，却常局限于“古诗文”朗读音频等领域。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新增“课程内容”，特别

强调语文课堂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这就要求发挥“大语文”理念，将语

文课本视为主阵地的同时，借助必要的补充材料，丰富学生对文学与文化的认

知。因此，面对这一新课标提出的新任务，充分开发语文课堂中的数字化补充材

料，促进学生文化自信核心素养的养成尤为重要。如何运用优秀的数字化“补充

材料”？经过笔者的实践，挖掘出了补充材料在养成学生文化自信核心素养方面

的三种不同功能。

教授《散步》这一课文时，
利用公益广告《Family（家）》
丰富学生对于“家”“亲情”这
些词语的理解，建构学生对于
中国传统文化中“孝”这一核
心的文化认同。

公益广告《Family（家）》，
通过对“F（Father，父亲）”、“M
（Mother，母亲）”与“I（I，我）”
的“变体”，生动形象地说明了
孩子在成长的同时，父母慢慢
老去，鼓励孩子勇敢说出“爸
爸妈妈，我爱你们”。

这一公益广告的核心——
“亲情”，其实与七年级上册第
二单元的人文主题紧密联系。
因此，教授《散步》第二课时，在
补充语文作业本中《二十年后
说<散步>（节选）》材料之后，
特意播放了这一短片。播放开
头时，讲台下就有学生窃窃私
语：“我早就看过了”……播放
完这一公益广告，我特意点了

“早就看过”的学生说一说，他
们先前对于这一短片的认识，
并鼓励他们谈一谈，现在对于
这一短片的新认识。在师生问
答的过程中，已有“机智”的学
生明白了老师的意图，积极举

手，回答提问。
的确，这些学生问答问题

时，着重强调了“亲情”的丰富
内涵。他们认为，“家”这一字
中不仅包含《Family》中的“父
子情”与“母子情”，更包含了
《散步》中的“祖孙情”“夫妻
情”。学生思维在一次次问答
的推动下，导向了中国传统文
化中“孝”的另一层内涵——
责任，强大者对于社会“两段”
弱小者的责任。

深入理解补充材料之后，
学生逐渐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为何如此强调“亲情”，这并不
是“礼”文化的“封建糟粕”，而
是“和”文化的传承，是人类社
会处于中间的强大者对于两
段弱小者的保护，是责任。如
此，课堂上逐步建构起学生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面对课堂上积极沉浸在
传统文化氛围中的学生，课后
笔者布置了一个独特的作业
——模仿公益广告《Family》
对汉字“家”进行创意绘图与
写作。学生们充分发挥主动
性，创作了精彩纷呈的语文

“创意作业秀”。（如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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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站的番剧《魏晋小剧场》
与《餐桌上的世说新语》作为
《世说新语二则》一课的补充材
料，旨在丰富学生对《世说新
语》的认识的同时，更能充实学
生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风
气的理解，加深学生对于中国
文化的认同。

现今国学启蒙蔚然成风，课
堂上学生对于李白、杜甫的诗歌
信手拈来，对唐诗宋词如数家
珍，但问及“魏晋南北朝”文学时
却面面相觑，不知其为何物。

面对这一棘手的现状，笔
者偶然间发现了B站上有一系
列时长 2-3 分钟的番剧——
《魏晋小剧场》与《餐桌上的世
说新语》，这两个番剧，将《世说
新语》中部分小故事画成了动
漫，极具趣味性。于是，笔者选

择了其中与“王谢”家族相关的
一集——《幽默》，作为课堂数
字化补充材料，辅之以口头讲
解，为同学们描绘了一个与唐
宋文坛迥然不同的“魏晋南北
朝”文坛。

《魏晋小剧场》的《幽默》篇
讲述了两个小故事，一则是大司
马桓温手下的参军郝隆，乞巧节
见人在外晒书晒衣，便卷了一草
席，铺地而躺，敞开衣袍晒肚皮，
以示自己腹中满是经纶。这一趣
味的小故事先将学生的注意力
吸引到课堂上，之后一则谢安见
王氏三兄弟的幽默小故事更使
全班学生发出笑声，并深刻记住
了一位儒雅的老者——谢安，与
一位沉默寡言、才学不显的青年
文人——王献之。

视频看毕，学生充满求知欲

地望向讲台上的老师，并对魏晋
南北朝文坛建立初步的认知。带
着“课文里的小故事也会这么幽
默么”的疑问，学生产生了对于
课文的浓厚兴趣。之后，学生对
《咏雪》中“谢家”的文化氛围、元
方“入门不顾”的“失礼”行为展
开了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学会了
借助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展开
思考。之后，布置调查报告，加强
知识反馈，并辅以作业巩固。如
此，有学生结合自己已知的“儒
家”知识与补充材料中的魏晋南
北朝文人知识，对中国传统文人
阶层进行了深入思考。之后几
天，在每日晨读设置的“演讲五
分钟”环节中，许多学生积极选
择《世说新语》中的别致故事，加
深同学心中对于魏晋南北朝这
一特殊时期的印象。

学习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古
代诗歌四首》时，笔者播放了经典
咏流传节目中吉克隽逸演唱的《观
沧海》，不仅可以就“诗歌”知识本
身进行补充，还可以宣扬传统文
化，弘扬文化自信。

语文课堂上，歌曲的播放将学
生注意力一步步从教室外吸引至
教室内，从课间的玩耍吸引至语文
的学习。在播放《观沧海》歌曲的过
程中，坐在讲台下的同学，发出了
这样的感叹：“这是央视的那个综
艺”“唱得真好听”……一曲唱毕，
学生们将目光全都集中于讲台之
上，这时老师引导出“诗歌”一词的
内涵，事半功倍。

当老师抛出提问，“同学们，知
道这是什么节目吗”，就有学生飞
快举手，迫不及待说出了答案：经
典咏流传。《经典咏流传》是央视

“响应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精神，用‘和诗以歌’的形式将
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相融
合”，将文化自信根植于大众的心
底，节目中多首诗“歌”以别样的形
式促进诗歌的流传。在课堂上借助
央视的《经典咏流传》节目，丰富课
堂，吸引学生兴趣的同时，也提醒
学生注意古代许多“诗歌”是用于

“诵唱”的，由此，引导学生关注诗
歌的音韵、节奏之美。

《礼记·乐记》记载：“诗，言其
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诗的
起源是与“乐”息息相关的，古代诗
歌通常配以奏乐，因此，诗歌极具

“音韵”之美。
听完“和诗以歌”之后，学生积

极举手，尝试“诵读”出《观沧海》诗
歌的节奏后，更有同学对“经典咏
流传”中《观沧海》的唱法提出质
疑，认为可以有更好的表现诗歌节
奏的方式。面对这一上课时学生生
成的问题，笔者决定在学习完四首
诗歌之后，特设“古诗诵唱大赛”，
鼓励学生拿出“十八般武艺”将“诗
歌”诵唱出来，如此，学生学习古诗
的积极性进一步被推高，甚至课堂
上会下意识注意不同诗歌的音韵
节奏。

调动创意能力，建构文化认同

补充社会背景，加深文化认知B

C 创设文化氛围
培养文化自信

总结与反思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