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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硕士；沙磁“四有”好老
师；重庆市何琛初中语文特级教
师工作室成员。先后荣获“迦陵
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中
学组全国一等奖、第十一届全国
初中语文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
优秀课例评比一等奖、重庆市第
八届优质课大赛一等奖、重庆市

“新时代好班主任五项全能”之
学生成长指导技能展示一等奖，
指导青年教师获诗词讲解大赛
全国一等奖、重庆市优质课大赛
一等奖。主研市级课题两项，并
担任《优质课程资源精准整合》
副主编。

赵静：南渝中学语文教研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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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过去，熟虑当下，放眼未来

2022版初中语文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在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建立文化自信、培育时代新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今天，我们走进重庆南渝中学，看看他们在教学中如
何创新地将传统文化与写作有效融合。

特别关注
走进南渝

校长访谈

近日，重庆晨报“写作实验室”栏目走进重庆南渝中学
（以下简称南渝），副校长何琛接受了“写作实验室”栏目记
者的专访。

构建特色课堂 浸润传统文化

记者：何琛副校长您好。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您觉
得重庆南渝中学在语文教学，特别是写作教学实践中，最大
的特点是什么？

何琛：南渝的语文学习特别注重传统文化的融入，因为
我们始终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根和魂都植根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之中。我们关注写作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有教师团
队专门就此问题开展研究，并成功申报了重庆市市级规划
课题；我们也非常注重环境的塑造，建设“书苑”特色教室，
琴棋书画的古色古香融入其中，让学生沐浴在优秀的传统
文化之中。我们聘请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作为特色教室导
师，安排专门的教师队伍负责引领，充分地展现了我们对于
传统文化的重视。

除此之外，南渝非常注重在项目化学习中浸润传统文
化。我们引导孩子将《诗经》改编为“音诗画”，让同学们合
作改编一部“西游”大戏……办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为了
让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并落实到
语文素养的培养中去。

注重思维品质的培养与提升

记者：2022 版新课标非常强调对语文核心素养的提
升，您认为初中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力的培养？

何琛：南渝的教师队伍比较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因此
在语文学习上从不目光短浅。我们主张“六年一贯”的思考
方式，在初中学段便思考着学生高中时期，乃至于未来面向
社会的能力。因此，学生的思维能力便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地方。
课程标准中对于语文核心素养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其

中“思维能力”一项恰恰是初中学段的学生有所缺失的。初
中的语文教学重基础、重积累，因此很多时候教学的时间花
在了机械记忆上，反而失去了思考的价值。

基于这点认知，南渝的老师们开展思辨读写活动，例
如在学生课外举办“如何阅读一本书”读书会，在方法上
给予指导，渗透基础学术意识，从根源上尝试解决思维不
足的问题。

同时，项目化学习依然在思维层面起到重要作用。例
如，举办诗词大会，让学生在活动中落实古诗词，从题目设
计、现场比赛等环节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着力创新意识的发掘与拓展

记者：项目化学习是贵校语文教育的创新之举。你们
是如何平衡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的？

何琛：未来的语文学习，需要在创新上加以思考。当
然，这里的“新”更是基于传统的突破，我们不是要求学生去
进行空洞的创造，甚至脱离语文学习的本质，而是建立在已
有经验的基础发掘新的价值，从单篇文本的解读走向一种
抽象模式的思考，从新文旧读中寻找有意义的联结。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基于传统、发展思维的原因，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在积淀传统的基础上，更好地拥抱新时
代、适应新要求。未来的时代是一个融合的时代，学生的跨
学科思维也很重要，我们有同学用数学语言来写文章，让老
师们非常惊叹，这也是创新意识，是文字语言和数字语言两
种符号的碰撞。

在南渝，“日新月异”是深入骨髓的一种意识，每一个南
渝的语文人、每一个南渝的学生都会乘创新之舟，书写自己
有新意、有思想的人生。 重庆晨报记者 肖和坤 李凌

何琛:南渝中学副校长
重庆市语文特级教师，重庆市第三批

“教育家型教师和校长”培养对象，重庆市第
二届何琛初中语文特级教师工作室主持人，
重庆市学科名师，重庆市骨干教师，重庆市优
秀班主任，重庆市最受喜爱的班主任，重庆市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重庆市最美女教师，重庆
市沙坪区何琛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西南大学
文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市教育学
会班主任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学生
体育协会兼任第五届理事会副主席；曾获重
庆市优质课比赛一等奖、重庆市优质课指导
一等奖；被评为《语文教学通讯》《教师博览》
封面人物；在全国及市区多次上公开课，多次
多地作专业讲座，获一致好评。担任6项课
题主持人、主研，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多篇论
文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教育故事在《人民教
育》《重庆日报》等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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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南渝中学

重 庆 南 渝 中 学
是南开集团化办学

“ 一 校 四 点 ”之 一 ，
“南渝”二字底蕴深
厚，1936 年，张伯苓
先生南下西行，在重
庆创办南开中学，最
初的校名便是“南渝
中学”，这是取南开
与重庆结合之意，也
折射出抗战先辈在
艰难中仍笃志教育
的 赤 诚 之 心 。 2018
年，新“南渝中学”在
沙坪坝区陈家桥开
办 ，它 带 着 育 人 初
心，融“允公允能，日
新月异”之精神，开
创新的教育辉煌。

学校背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汉语言文字的魅力呈

现，更是古人智慧情感的优雅载体。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髓是“德”，我国教育的任务是“立德树
人”。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语文的属性决
定了语文课堂就是“立德树人”的有效平台。

南渝中学语文教研组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打造特色展馆、开发特色课程、开展特色活动，让它根植于
课堂教学，浸润于篇章研读，内化于学生表达。

依托展馆开发特色课程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深厚浓郁的文化氛围，
南渝中学特别打造了语文特色展馆——南渝书苑。

南渝书苑撷取中华文化之精粹，将琴、棋、诗、书、
茶等文化元素融合在展厅的布局中。让进入场馆的
学生沉浸式地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情感浸满

文化的琼浆，言行举止打上文化的烙印。以南
渝书苑为依托的，还有优秀传统文化学科融合
工作室。工作室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推
进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项目式学习的研
发。挖掘传统节气的内涵，联动多个学科，拓
宽项目学习的可能性，让学生在活动实践中获

得自身的成长和文化认同。
以“行走清明·不负春光与时行”项目活动为例，我们联

动政治、地理、美术、体育等学科，将德智体美劳的教育融入
项目化学习中，开展了清明歌乐山扫墓致敬先烈活动，清明
诗会、耕读园播种等活动。以多学科联动的方式，找到激发
学生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点，进而在活动中实现
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研发校本教材为写作奠基

佩姬·赖思克说：“作品来自于你知道的东西，你所思考
的东西，你所想象的东西，而灵感来自于你的信息储备。”经
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强国的牢固根基，南渝语
文组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养成，传承“公能”精神，自编了古诗
词校本教材《书海撷英》、古文校本教材《玉振金声》。

以《书海撷英》自编诗词读本为例，我们以此为起点，开
设了诵读经典诗词系列活动。从晨读晚练到诗词知识素养
大赛，再到南渝诗词大会，学生踏上了每日一诗的旅程，逐
渐向诗的远方前行。借助蕴含丰富思想、语言智慧的经典
诗词的积累，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充实学生的知识体系，
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

立足教材借活动激发创新思维

为了消除学生与经典之间的隔膜，我们依托教材资源，
根据学生的学段特点，挖掘教材中的经典文化元素，开展了
系列特色活动。

比如，初一的整本书阅读书目之一《西游记》，我们语文
教研组开展了“南风渝韵”系列活动。从小组研读、专题研
讨，再到“南风渝韵”话剧展演活动。学生创意性地表达对
《西游记》的理解，读写结合，由输入转化成输出，不仅彰显
了有趣的孩童视角，也赋予了传统经典以新的生命力。

此外，我们还尝试以班级为单位，引导孩子们在阅读
《西游记》时发现思辨性话题。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提出了
“孙悟空陪唐僧去西天取经是自愿还是被迫？”“假如没有猪
八戒，取经之路是更容易还是更艰难？”等话题。让传统文
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在孩子的生命里，而且借助创
意表达赋予传统经典以当代意义。

总之，在“课程思政”的视域下，从语文学科的特点出
发，立足教材和实际，寻找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感教育的结合
点，在教育教学中有机地融入家国情怀教育，在活动开发中
润物无声地融入传统文化思想，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辨别和
理解传统文化，在活动中传承和表达文化内涵，赋予传统文
化以时代色彩和当代表达。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体悟、感
发，自觉自愿地选择成为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者，家国情怀
的现实践行者。

以文化滋养精神 赋经典予当代表达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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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