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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语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

话文建设

一关注一

。当前，我们特别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正确理解语文的学科属性，以课标为标，牢牢

把握语文教育正确方向，将课标精神落到实处。

O如果说课程标准是语文学科的龙头，那么课程性质便是龙头上的眼睛，只有性质明

确了，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o如何返『|罂归真、正本清源，这是我们语文人酿一待研究的关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大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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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提高，1】小’‘≯：+}=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同度，近日，

中国语文脱代化学会真语文专业委

员会l以卜简枸：。‘真语文々委会”)正

式启动《t{，小学语文教育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课题研究申报T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

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具有极为丰富

的思想内涵。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坚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语言文

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承载着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对

传承传统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在这

一背景下．真语文专委会组织开展

《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课题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课题旨在通过研究，探索

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效结合的途径和方法，提高中

小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帮助学生通

过一定途径的学习汲取优秀传统文

化的丰厚养料，积淀文化素养，提高

人文修养，从而全面提高语文素

养。课题研究内容包括识字教学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古诗文教

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写作

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古

代经典阅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有效整合语文课程中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校本课程建设、语文教材建设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语文教

师传统文化素养提升策略研究、语

文评价中如何考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等。课题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

循主体性、整体性、个体性、创新性、

实践性、科学性等原则．采取调查研

究、行动研究、个案研究、文献研究、

经验总结等方法开展。

该课题计划研究时间为两年，

采取自愿申报的方式。参研学校须

具有一定的科研基础，有完成实验

任务的相应专业力量；课题负责人须

认同真语文理念，有较强的教育科研

意识和素质。申报学校填写《课题立

项申报表》，经真语文专委会审核批

准后，成为课题参研单位．并在一个

月内成立课题组。真语文专委会成

立总课题组办公室，负责制订实施方

案，落实课题研究计划．服务和管理

课题研究，并组织各课题组的交流与

研讨活动，对参研学校的课题实验活

动进行指导和督查等。课题研究分

三个阶段展开j第一是组织实施阶

段．主要内容为课题开题并制订实施

计划，发布研究指导意见，考察和批

准课题参研学校并建立实验队伍；第

二是深入研究阶段，主要内容为组织

召开课题工作会议，展示、推广课题

成果，以及阶段性评选和表彰；第三

为总结推广阶段，主要内容为汇总

课题研究资料并完成撰写研究报

告，出版研究成果，召开课题鉴定

会．以及评选课题研究示范学校和

完成总课题结题报告。

为更好地开展研究，真语文专委

会聘请了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福建师

范大学教授孙绍振，上海市语文特级

教师钱梦龙，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吴

桐祯．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贾志敏等

语文教育专家担任专家顾问。此外，

课题还将采取数字化管理的方式，通

过构建信息(数据)资源库和开辟课

题网站，实行网络化管理，及时收集、

整理、存储、开发与应用课题研究过

程中各种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语言

文字报》、《语文建设》杂志及真语文

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将密切关注、报

道课题的研究进展与成果。

据了解，真语文专委会于2017年

3月正式成立。专委会通过课题研

究、举办业务评比活动等形式，为语

文教育工作者搭建多种形式的学术

交流平台。对于此次组织开展《中小

学语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

题研究，真语文专委会理事长、总课

题组组长王旭明表示：“希望通过这

一课题的研究，探索将传统文化融

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有效途径．从

而帮助学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内涵．领悟传统文化精髓，提高人文

素养．进而更好地为语文教育现代

化事业服务。”

(过超 王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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