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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有25个少数民族，语

言交流使用的多元性明显，这进而会导致思想的多样性，

一些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也会掺杂其中。且边境少

数民族地区还存着一定数量的基督教堂和宗教文化影响。

其信众表现在接受语文教育方面只愿简单识字即可，对

语文中蕴含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不是太注重，而对相关

宗教仪式、文化热衷学习和传播。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语是我国的通

用语言，在日常的语言交流和学校教育教学中，主要以

汉语普通话为沟通交流工具。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教育

基础总体薄弱，师资力量参差不齐，而且一些少数民族

对汉语言文化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针对这些复杂影

响认识，我们在语文教育方面应加强弘扬优秀的中华传

统文化教育以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家国天下思想以反

对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汉语作为传承几千年的语言文

字，不但具有很好的沟通交流性，更具有悠久的文化内

涵，这对于历史的传承和思想文化的融合，形成国家意

识和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

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绵绵不绝，仁人志士层出不穷，这些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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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纽系作用密不可分。但是在近

代由于国力衰弱，有些人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同时

也逐渐迷失了自己，认为国外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空

气都是香甜的，进而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一些不认同，

这种思想一开始主要在国外和香港台湾地区影响更大，

慢慢的在国内也有了一些影响。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环

境的多样性和一些少数民族过于强调本民族特色的自由

散漫性让这些影响更为复杂化。国家的统一和繁荣不仅

表现在领土和物质方面，更应通过以文明和文化为纽带

而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精神追求。我国从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出发，提出了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二十四字方针，从个人、社会和国家层次

提出三者互相促进有效包容的一种集体和谐的文化自信

思想，也为语文教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以

汉语言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能被彼此认同并相互借

用和吸收，与其内在的价值基础相同和存在共同的社会

心理意识是分不开的。这既是长期交流传承的结果，又

是交流和传承的基础。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能为

各民族所认同，有两个重要的意识根源和心理基础：一

是汉文化和各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兼容并包、

殊途同归的文化价值观，集中体现为一体意识和同根意

识，成为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化认同的重要根源；二是中

华个民族文化中都贯穿着一条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②

这也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忠、

孝、悌、节、恕、勇、让”能一脉相承成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伦理本位的内在基础。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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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文课程肩负着国语传承和文化传承的双重重任，而云南民族的复杂性和区域交流的统一性以及边疆的和

谐性都要求语文教育在其中要起到承前启后融合贯通的作用。本文以云南边疆语文教育的特点和中华传统文化在学

生语文核心素养培养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义务教育性质和语文课程标准定位，在加强民族和谐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

自信、树立家国天下思想与反对自由主义、利己主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提出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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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体意识和同根意识的要求对全国各族人民都是相同

的，国家社会的和谐也要求各民族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以形成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这一要求并不会和优

秀的民族风俗有所冲突，我们反而要鼓励遵循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民族风俗百花齐放，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内核，优秀民族风俗活动为表现形式构建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文化表现形式可

多样化，但思想意识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统一，如以普

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核心思想铸牢的普洱边疆各民族团

结和谐依然是现在民族关系的主旋律。要小心西方文化

渗透，影响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使之空虚

化，自由散漫西方化，利己主义无政府化。云南边疆少

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语言沟通交流的多样性，一些宗

教极端思想和西方自由利己主义思想也会影响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语文教育在主导形成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方面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为语文教育

目标的教育导向性和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内涵建立的

文化自信为精神支柱作用，最终形成各民族统一的精神

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语文教育在教育目标导向方面的首要作用是明确培

养出来的人才应是具有文化自信之人。2022 年 4 月 21 日

语文课程新标准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明确目标，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进一步

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化了课程的育人导向，

具体化为语文课程应培养的关键素养，体现在培养的学

生有正确的价值观、必备思想品德和核心能力。原来的

语文课程关键核心素养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

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而 2022 年

4 月新语文课程标准的语文关键核心素养则为文化自信、

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把文化传承与理解表

述为文化自信又提到首位，表明语文课程教育不但要让

学生理解和学习文化传承，而且应达到认同中华文化，

对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要有坚定信心的文化自信。

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

应以语文教育为本，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坚持文化自信反对重外语教育轻语文教育的本末倒置。

原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是：“如果

复旦大学要单独考试招生，我的建议就是先考语文，随

考随批，如果语文都不及格，别的就更不用考了，别的

怎么能学通”。可见他认为语文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但以

前重外语的趋势一度影响到了这一基础，这主要表现在

外语在各种升级考试、职称考试中所占重要性的增大而

语文在其中的重要性缩小。在基础教育中则是表现让学

生本国语没学好去学外国语，或者有一些人外语没学好

反而在中文的表述中以夹杂着外文词汇为荣，这都是很

奇怪的事。而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在双语教学中，

也出现少数教师不能很好的掌握方法和方式，导致主次

不清，双语不仅没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相互干扰，甚

至一些基本的教学目标都没达到，培养出来的一些人要

么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连一些中文典故和诗词成

语都不知内涵甚至表述错误，而语言是知识和文化的载

体，这也影响了这些边疆民族学生的后续发展。在这一

过程中如果受到一些消极的民族极端主义和西方基督教

文化的影响，文化知识和语言表达的西化进而导致思想

上的西化，长此以往这些人必然有很大比例会蜕变为西

方利益的思考者和代言人。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是

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

们文化自信的基础，只有培养出来的人以自己的传统文

化为荣，不至于面对外国文化卑躬屈膝，才能正确采取

取长补短的态度，最终师夷长技以制夷。要落实我国的

教育目标，语文教育应加强在教育中更好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坚持文化自信的导向。

二、语文教育应加强家国天下思想反对西方自由主

义利己主义

我国在倡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方国家却常常以他们的人权和

自由主义、利己主义教育理念来指责中国的教育，但西

方的自由主义和人权主要是少数人的人权和自由，其实

质还是资本既得利益者的自由和人权，利益集团的话语

权不同致其对内思想的分裂和对外思想的虚伪。云南拥

有二十五个少数民族，且还有十六个属于跨境少数民族，

一些跨境民族除了受西方自由利己主义思想影响外，还

有历史遗留的境外宗教思想的影响，情况复杂。如果各

民族没有共同的核心思想，将变成一盘散沙，陷入西方

的自由利己陷阱，各自冲突不断。

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一开始确实对中国几千年的封

建思想禁锢起到解放的作用，从五四时期的呐喊到社会

主义思潮的传播，无不起到促进作用，但是，过犹不及，

一旦自由主义变成了个人主义、自私主义、分散主义的

口号时，它的危害在社会和教育领域可谓极具破坏性，

在思想领域也会很难形成稳定的社会意识共识和家国观

念。而《礼记·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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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的教育理

念的开始，培养要求从个人的格物学习到精神心灵的提

高，最终达到和睦家庭进而治理天下，这种家国天下的

集体意识由低到高开始培养，才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和传

统文化的教育方式和途径。

自由利己主义在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不良影响主

要表现在对自由的绝对追求而反对集体的约束，进而导

致过分自我，忽视他人和集体的利益而强调自私自利性。

这也是导致了社会和学校涌现出了大批熊孩子的一个重

要原因。熊孩子这一称呼来源于北方，一开始是带有一

点褒义色彩的对调皮孩子的爱称，但后来被用来贬义色

彩的形容那些无法无天，或常常做一些不可理喻的、带

有破坏性事情的小孩。在熊孩子演变的过程中，有两个

关键性的因素有重要影响：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错误认

识形成。主要是思想上，家长受自由利己主义思想的不

良影响过于以自我为主，强调自私自利性，无视他人和

社会的利益，只要自己孩子高兴有利就以自由、天性为

名鼓励孩子行事肆无忌惮，不顾及孩子的言行是否影响

了他人的利益和违背社会的准则。绝对的自由导致绝对

的利己，这种错误认识和过低的教育底线，使得孩子观

念扭曲思想自私利己化。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是错误行为

的强化，孩子的一些小的错误不能的到家长的及时纠正，

小错误也会渐渐变成大错误和错误习惯，孩子行为逐渐

无法无天破坏性增强在变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民间

谚语所说的小时偷针长大偷家，错误行为一旦养成对孩

子成长的影响是严重和有害的。

语文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孩子，而孩子的天性也是天

真无邪的，不会因为身处边疆就天然会受境外自由利己

主义思想影响，也不会因为居住民族区域年龄太小就自

然会肆无忌惮，每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行

为习惯不是生而有之，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随着成长不断的形成和巩固的。自由利己主义追求个

体的绝对自由、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观念一旦对孩子

产生影响，在年少时形成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不

良习惯，成年之后再想纠正和改变就事倍功半。义务教

育阶段是正确观念和良好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考虑

到少年时孩子思维，记忆，情感发展规律的影响，过于

抽象的政治教育在这个阶段显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要反对自由利己主义的消极影响，贯穿于语文教育中的

规范性、目的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性、生动性对

孩子无论是在思想上和行为习惯上的影响都是细水长流

润物无声的。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也就通过对这些优秀中

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良好的民俗民风行为的系统认识学

习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重要

影响。

自由利己主义可使云南边疆各民族思想意识混乱

变成一盘散沙，语文的人文性却可有效防范和抵消这

些消极影响。语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通过培养学

生对汉语学习使用进而接受语文人文性熏陶感染，并进

一步在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产生热爱以形成文化自

信，进而明辨是非，形成正确、良好的审美能力，和健

康、积极的情感等这些语文的核心素养，最终使边疆各

民族在意识上形成一个整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由《中庸》所提“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③以亲近自

己的亲人为人道情感的起点，到《孟子·梁惠王上》“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④的亲近自

己的亲人进而爱他人的情感发展，推而广之然后形成明

朝大儒顾宪成所倡导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⑤的家国天下情怀。在课程教育教学中弘扬优秀中

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边疆各民族学生在格物致知的语文

教育方面学习，达到诚意正心的情感意识提高，最终达

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追求。“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

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⑥这种家国天

下情怀的集体主义教育正是我们语文传统文化教育人文

性成功的地方，也是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不必太过在意

西方自由利己主义声音的地方。

语文另一种特性则是奠定了教育对象听说读写的进

一步继续教育基础能力和正确思维的基础能力的工具性，

也就是说语文是成为学习其它各种知识的工具和思维的

重要工具。2022 年语文课程标准涉及到的核心素养是一

个整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的发展也是思维的发

展，而语言文字和作品同样是重要的审美对象，在正确、

规范的应用语言的过程中，学生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

审美创造能力、文化自信都会得到应用的发展。语文的

工具性涉及到语言在学习、交流、沟通过程中必然要赋

予思想、观点倾向和感情，也就是文以载道，这就使语

文工具性不但要求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和适龄儿童学会

使用汉语为通用语言，还要求寓教于文。前提是各教育

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在对语文教育重视的同时，在所有学

习、沟通和交流中要正本清源，要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

化、民族和谐文化和革命文化为本为源，让云南边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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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生以此为学习之源，反对西方自由利己主义思潮

的渗透，才能形成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审美能力，才能以

一个正确的中国人去思维和表达，不至于不中不洋甚至

全面西化思维。这种潜在的影响在清华美院的咪咪眼事

件和不久前的人教版教材插画事件就可以看出其危害，

当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审美能力、文化自信，甚至以丑

为美思维西化时，语文这种工具就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工

具，给我们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和教育造成的影响是巨大

和负面的，而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不可分割，和谐统

一的关键点在于语文的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有目的

的反对自由利己主义，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建立文

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束语

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其中就起着不可替代的传承和教育作用。我国数千

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整合语文课程人文性和工具性统一

的联系和纽带。文化自信和家国天下的思想不仅仅需要

语文教师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去传授这些知

识以教化学生，还更需要营造环境，通过汉字、书法，

古代诗词、历史故事、成语、格言警句，古代文化常识、

各民族优秀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等，让仁义礼智信、忠

孝廉耻勇成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和各级各类学校的

主旋律以形成文化自信，弘扬正能量，摒弃低俗丑陋的

事物和现象，正确认知美和欣赏美，让极端自由主义、

利己主义的思想无生存的土壤。在语文课程教学中以优

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为核心构建社会价值体系形成

社会共同的价值观，让边疆各民族学生在正确的语言应

用过程中获得这些优秀文化传承并融入自身形成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

发展打下基础，为学习其他课程做好准备，不至于使后

续的教育偏离了方向。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能力达到

语文核心素养培养要求，形成云南各民族文化自信和家

国天下的情怀，完善个性，健全人格，最终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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