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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红色经典是母语教育的优质教学资源，小学语文课堂是红色经典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当下的语文课堂，红色经
典教育在认同、内化、语用等方面陷入困境，根源是学生学习快乐的缺失。寓教于乐是红色经典从小学语文教
学困境中突围的关键，可以通过求真、投情、审美和创新等途径来实现。
小学语文 红色经典 寓教于乐

*该文为广西一流学科（培育）建设项目“‘红色经典’转化为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资源的方式和路径研究”〔桂教科研（2018）
12号〕资助的研究成果

小学语文教材里，红色经典指的是在革命战争
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为争
取民族自由、捍卫民族尊严、弘扬革命精神的教材
文本。在内容上多为记叙革命英雄事迹，体现革命
先辈坚韧不拔的意志、英勇无畏的精神等。旨在对
小学生进行理想信念、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最终实现其精神和语言共生。在统编语文教材中，
红色经典篇目虽然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在人文教育
上进一步突出了育人导向，更注重革命传统和国家
民族自豪感教化，更注重体现时代性、创新性，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接班人。

一、红色经典和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关系

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一
方面，在生活沟通上，他们需要习得言语，另一方
面，在心灵成长上，他们需要精神养料。在这个成长
阶段尽早进行听说读写的言语实践，接触先进文化
教育，接受高尚情感的熏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首先，红色经典是母语教育的最优质教学资

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
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1]红色经典是战争
时期的生动书写，像脐带一样将祖国核心价值观与
少年儿童成长接连起来。红色经典与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密切相关，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元
素，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质超越了时代的限制。

它的历史厚重感可以使学生从革命英雄的共产主
义理想中感受到理想主义的时代活力；它的情感崇
高美可以让学生从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中感受到
先贤忧国忧民的情怀；它的文章学特有的文体风格
给学生提供了语言实践的范本。
其次，小学语文课堂是红色经典教育的重要阵

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为提高学生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
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积极的作用。”[2]

据不完全统计，现行统编小学语文教材里的红色篇
目就有 30篇，占总篇目的 5%，涉及的体裁有诗歌、
小说、散文。篇目数量从低年级向高年级逐年递增，
到五年级篇目增加到最多，甚至出现了以红色经典
教育为专题的单元。丰富的体裁、充足的篇目、循序
渐进的学段安排，使红色经典进入小学语文课堂，
找对了契合其教育价值及特点的场域。
最后，红色经典教育除了有德育功能外，还应

该有语文学科色彩。语文学科特有的听说读写训
练，既强调语言的整体感觉，又注重细节的涵泳内
化，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决定了语文课堂上的红
色经典教育的方向是指导学生在不断的言语实践
中获得情感的熏陶，在不断的情感熏陶中获得语言
表达的能力。

二、红色经典教育在语文课堂遭遇的困境

在现实中，红色经典篇目的育人效果不尽如人
意，其得天独厚的语文教育教学价值并没有真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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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在认同、内化、语用和传播等方面遭遇困
境，处境尴尬。

1.认同困境
态度的转变和道德的形成，要经过依顺、认同

和内化三个过程。小学生按照教师的教学计划安排
学习，要做到“依顺”并不难，难做到的是“认同”。对
年代久远的作品，小学生很难产生共鸣，对那个时
代的人的选择与坚守、渴望与追求，对为党为人民
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举动，认为跟自己没有多大
关系。他们生活在祖国和平的大好时代，苦难的历
史离他们渐行渐远，对红色经典的认识大多来自于
改编的影视和漫画，且多是因为猎奇而去了解的。

2.内化困境
内化指将自己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作

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红色经典因其自身
的特点与小学生的特点存在冲突，内化效果并不尽
如人意。比如，红色经典的主人公大多都是成年人，
跟学生年纪相当的小英雄并不多。成年人思想成
熟，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有担当意识，而小学生年纪
尚小，思想幼稚，还没有到承担国家重任的关键时
刻。年龄上的隔阂，使得学生有时会质疑“雨来作为
一个小孩也算英雄吗”，这是内化上的不投合。又比
如，红色经典的主人公的形象高大完美，异于常人，
董全瑞舍身炸碉堡、邱少云烈火中巍然不动，这跟
小学生的日常认知相差太远，脱离了教育对象的实
际，必然会导致兴趣的缺失，导致英雄也只是纸上
的英雄，教育并不深刻。

3.语用困境
学生只有将红色经典内化于心，才能将红色经

典的精神外化于行。在语文学科语用方面的外化于
行，指的是将红色经典语言表达上的鲜明特点用于
语言实践。“思考文本真正的主旨是找准语文教育
价值点的基础，之后才可能找到准确的核心言语实
践点实施科学而合理的教学。”[3]红色经典作品人物
形象血肉丰满，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丰富灵活，谋
篇布局上叙事的风格不一。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
的语用教育意识并不强。比如《狼牙山五壮士》的教
学，多数教师仅仅把它当做是一篇写人的记叙文，
教师单方面梳理勇士之“壮”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
“非常态体验崇高之情”，学会动作描写的要领。

三、从学习快乐的缺失看红色经典资源
转化的必然性

从教与学的角度看红色经典在现实语文课堂

中面临的困境，不难发现，学生学习快乐的缺失是
造成红色经典教育认同、内化和语用效果不佳的根
源。首先，主题先行，强行说教，剥夺了学生的探索
之乐。因为红色经典所处的年代久远，跟学生的生
活差距较大，难以引起共鸣，不少教师很容易将此
类课上成思想品德课、历史课。贴标签形式的主题
先行，先入为主的形而上的空洞说教，不但没有让
学生走进文本，反而产生厌烦和叛逆，与教学初衷
背道而驰。其次，技法灌输，缺少涵泳，破坏了学生
的入境之乐。学习最终的落脚点是运用，也导致了
教学过于急功近利，只重技法的机械训练，缺少细
节涵泳蕴藉，缺整体感化提升，语言的训练和情感
的熏陶游离于文本之外，学习不能入情入境，枯燥
乏味。最后，听说读写，语用缺失，架空了学生的实
践创新之乐。由于网络的普及，信息沟通的便利，学
生获取知识更为快捷，他们的知识更加丰富，对新
颖的、形象化的知识更加感兴趣，有极大的选择性
和自主意识，渴望对话平等的课堂，习惯于通过亲
身体验来接受前辈的知识，而不是等候教师高高在
上直接灌输，没有听说读写训练的课堂，红色经典
就成了一种摆设，更别提创新了。

四、寓教于乐是红色经典从小学语文教
学困境中突围的关键

小学语文教学应该抓住红色经典的本质特点，
寻找突破教学困境的方法。而寓教于乐是契合红色
经典特点和学生学习特点的有效方法。寓教于乐把
教育寄寓于快乐当中，教师通过“操纵各种教学变
量使学生怀着快乐的情绪学习，学习活动与快乐相
联系，学生在整个学习活动中是积极向上、乐观主
动的，教学活动是一个充满精神享受的过程”[4]。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加
工，还要关心学生是否乐意接受学习内容。寓教于
乐的要义是“乐学”，对改进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培
养学习兴趣，树立良好的学习态度有着积极的作
用，可以通过求真、投情、审美和创新等途径实现。

1.通过求真而生乐
所谓求真，就是为了解决疑难而探索规律、追

求真理的过程，求真的落脚点是务实，即落到实处。
求真务实的语文教学要求不装、不演、不贴标签，不
主题先行，不直接灌输，不走形式，在课堂上要真
听、真说、真读、真写、真对话。只有建立在实实在在
的“真”探索中，学生才能体会到作为学习主人的自
由、独立、自足自信的快乐，才有动力将红色精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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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于心。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能对课文中不理解
的地方提出疑问”，“在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出看
法，作出自己的判断”[2]。语文教师要抓住适当时机，
鼓励质疑和探索。比如教学《狼牙山五壮士》，教师
在导入解题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从题目信息中你
最想知道的是什么”，而不是直接跟学生灌输狼牙
山的地理位置、故事的背景、人物的简介等知识，学
生经过思考，其实并不难提出“狼牙山是什么地方”
“五壮士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说他们是
壮士”“他们的‘壮’体现在什么地方”等问题。学生
的提问涉及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也是他们最需要
接受的知识，通过质疑—探索—求真，疑问层层解
开、需要被渐渐满足，通过克服困难获得了学习的
快感，革命英雄的时代气息、高尚形象教育了他们。

2.通过投情而取乐
教和学是相互的过程，需要师生双方情感的投

入。教师的情感投入表现为对教材的解读热情、对
学生的教育热忱、对知识传授的自信，相应地学生
的情感投入是对教材的好奇心、对教师教诲的热
情、对知识产生的兴趣。这两种感情不是单方面的，
而是相互交织、互为前提的，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情
境中展开。例如《金色的鱼钩》是一篇写人的记叙
文，被安排在“外表与内心”这个主题单元里，写的
是“老班长”为了照顾三个病号过草地，把来之不易
的鱼汤让给病号喝，自己却在饥饿和病痛中奉献了
自己的生命的故事。文中写“老班长”有几次意味深
长的“笑”。教师可以抓住“笑”进行外表与内心的解
读：“‘老班长’笑了多少次？每一次笑的意味都一样
吗？他都在想些什么？从哪些细节可以看出来？”经
过解读，不难发现，这三次笑分别是为了让同志放
心的假装的笑、害怕同志不喝鱼汤的收敛的笑和看
到同志放心喝鱼汤的会心的笑。教师作为教学的组
织者、引导者和示范者，在情感投放上，需要认真地
解读红色经典作品，感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英雄气
息和革命情怀，精心安排能唤起学生情感的场景，
做到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育人。

3.通过审美而悟乐
能唤起人的愉悦心情的作品首先是美的。审美

的过程就是发现美的过程，包括直觉体验、认同体
验、反思体验三个层次[5]。如何将红色经典里惊心动
魄的美挖掘出来？教师可以将审美体验的三个层次
用在教学活动的安排上，让学生美中求乐。首先，教
师要甄选文质兼美的文本，用文字本身的美来引起

学生学习的欲望，如《雷锋叔叔，你在哪里》这首童
诗，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语言活
泼又不乏深情，充满童趣，沿着“弯弯的小路”“长长
的小溪”寻找雷锋叔叔的足迹，在作者娓娓道来中
知道了雷锋已经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其次，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和移情，如问“假如你就是
雷锋，你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让学生在想象中
认同雷锋精神，将雷锋精神作为自己做好事的准
则。最后，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联系生活，结合身边
发生的新闻事件、榜样人物来引发学生对当下生活
的思考，获得情感教育。

4.通过创新而化乐
红色经典经历了时代的淘洗，依然散发着时代

的光芒，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和艺术表现力。红色经
典教育除了要导引学生继承先辈的精神、传统文章
的写法之外，还要推陈出新，引导学生在富有快乐
的创新中接受教育。比如，《狼牙山五壮士》一课，可
以这样引导学生：“现在我们生活在没有硝烟战火
的时代，但是当我们遇到小偷、暴徒和其他损害人
民利益的行为时，我们应该怎么办？你会从狼牙山
五壮士精神中汲取哪些力量？请你将自己的感想写
成一段话……”学生通过习作的方式，深化了自己
的认识，创造性地内化了红色经典的精神意蕴。
孔子把学习的境界分为知学、好学和乐学三个

层次，其中乐学为最高。乐不是简单的身体放纵之
乐，而是心灵浸润之乐，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精神愉
悦和情感享受，是人的心理需要得到满足的状态，
是理性的智慧之乐，快乐是积极的、自由的，但并不
排斥艰难困苦和意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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