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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文教科书是以文化人的重要载体。以百年的发展历史为背景，研究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传统文

化篇目价值取向的变迁，有利于以整体的、历史的视野把握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特征，促进文化传承与

民族复兴。聚焦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四个历史时期12套教科书的中国神话

、中国寓言、名人故事、古典诗词四类传统文化篇目，借助六维价值取向分析体系，能够发现百年小学语

文教科书在引导儿童智、勇、勤、学，修身养性，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尊重自然，求真务实，辩证思考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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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用何种标准评价语文教科书，都无法否认其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语文

教科书“活着”的血脉，是它的根本。以百年发展历史为背景，研究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发展

脉络与流转变化，不仅有益于以整体的、历史的视野勾画传统文化与小学语文教科书交织发展的图景，洞

察映射在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缘由，而且有助于清醒的传承，面向未来的批判与创新。 

传统文化以文章篇目的基本形式存在于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中国神话、中国寓言、名人故事与古

典诗词四类文体是百年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比较典型的传统文化篇目呈现形式。研究小学语文教科书的

中国神话、中国寓言、名人故事、古典诗词篇目的价值取向变迁，有利于探索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

精神风貌、道德追求与文化品质是如何通过教科书得到选择、传承和发扬的。 

本文以四个时期12套小学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着眼中国神话、中国寓言、名人故事与古典诗词

四类传统文化篇目，分析其价值取向变迁状况，以获得对百年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继承传播、发展

变化的整体认识，寻找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绵延发展的有力证据，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并为未来的传统

文化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研究对象：四个时期 12 套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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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现代意义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始于清末。1898年开始编撰，1902起出版发行的《蒙学读本

全书》,是清末使用范围最广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之一，也是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小学语文教科书。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余年间，出现了不少质量上乘、使用广泛或具有代表性的语文教科书

。
[1]
本文选取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四个历史时期共12套教科书，聚

焦中国神话、中国寓言、名人故事与古典诗词四类传统文化篇目，梳理传统文化在百年小学语文教科

书中的发展变化。这12套教科书分别为：清末的《蒙学读本全书》(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版)、《最

新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清学部图书编

译局1906年版）；民国时期的《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年版)、《开明国语读本

》(开明书店1932年版)、《小学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33年版);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小

学课本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小学课本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十年制

小学课本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改革开放后的《五年制小学课本语文》(人民教育出

版社1981年版)、《六年制小学课本(试用本)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义务教育课程

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由于编撰出版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不同历史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篇目数量上表现

出一定的差异。改革开放时期 3套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篇目最多，共 355篇，占全部 1203篇的

29.51%。清末3套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篇目为4 0 1篇，占比排第二，为全部 1 6 7 9篇的23.88%。

占比最低的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3套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篇目，共195篇，为全部1171篇的

16.6 5%。民国时期 3套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篇目为197篇，占全部 1102篇的17.87%,只比后一

个时期多了1个百分点(见表1)。由此可见，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文教科书在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对

传统对文化的传承。清末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篇目相对较多。同时，在度过两个低潮期后，

传统文化依托学校教育传承的路径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复兴。这一复兴充分显现了社会转型与人才

培养的时代要求。20世纪80年代，关于语文教育与社会主义新人必备素质培养关系的讨论十分热烈

。《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86)》明确提出，义务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的基础，小学语文学科作为义务教育的重要基础学科，要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全民族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服务。文化与语文教育的血肉

联系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得到重申。 

表1 四个时期12套教科书传统文化篇目分布情况 

 清末(篇，%) 民国(篇，%) 

新中国成 

立至改革 

开放前 

(篇，%) 

  改革开放后(篇，%) 

中国神话 7(0.42) 5(0.45) 2(0.17) 3(0.25) 

中国寓言 118(7.03) 51(4.63) 50(4.27) 68(5.65) 



名人故事 
260 

(15.49) 

121 

(10.98) 

124 

(10.59) 

151 

(12.55) 

古典诗词 
16 

(0.95) 

20 

(1.81) 

19 

(1.62) 

133 

(11.06) 

小计 
401 

(23.88) 

197 

(17.87) 

195 

(16.65) 

355 

(29.51) 

 

二、研究工具：“6+33”价值取向分析体系 

 

在讨论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关系时，“道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道统传承是古代传统语文教

育的核心和主脉。
[2]
所谓“道统”,用韩愈的话可解释为“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

之谓道，足乎已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3]
。道德仁义是传统文化为理想

人格树立的标杆，也是传统文化为教育设立的目的，因此，由道德价值取向切入语文教科书中的传统

文化研究，是比较恰当的。 

结合部分学者的研究和笔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本文以“人”为中心，从“人与自身、人与家庭

、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人与传统”六个维度建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分析体系，提出了

个人私德、家庭伦理、社会公德、国家情怀、科学精神、民风民俗6个一级类目与33个二级类目，

以此观察分析百年小学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篇目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个人私德取向下设自强不息等14

个二级类目，家庭伦理取向下设孝顺长辈等2个二级类目，社会公德取向下设无私奉献等6个二级类目，

国家情怀取向下设热爱祖国等4个二级类目，科学精神取向下设尊重自然等4个二级类目，民风民俗取向

下设传扬风俗等3个二级类目（见表2）。 

表2 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一、二级类目及四个时期教科书篇目举例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四个时期教科书篇目举例 

 

 

 

 

 

 

 

 

 

自强不息 《孟母》(I),《滴成一个洞》(Ⅲ),《千年圆梦在今朝》(VI) 

正义善良 
《华歆精于辨义》(1),《荀巨伯》(Ⅱ),《我的伯父鲁迅先生》(Ⅲ),《神笔马

良》(VI) 

勤劳节俭 《悯农》(I),《狡猾的驴子》(Ⅱ),《小白兔和小灰兔》(Ⅲ),《寒号鸟》(VI) 

谦虚谨慎 《河伯》(I),《大言》(Ⅱ),《一百种智慧》(Ⅲ),《骄傲的孔雀》(VI) 

宽容厚道 《刘宽能容侍婢》(1),《阿留传》(Ⅱ) 

诫实守信 
《范式践二年之约》(①,《荒唐话》(II),《司马光小时候的故事》(II),《

我不能失信》(VI) 

聪明智慧 《少慧》(1),《晏子》(Ⅱ),《称象》(Ⅲ),《田忌赛马》(V) 



 

 

个人私德 

坚毅勇敢 
《荆轲刺秦王》(I),《东海有勇妇》(Ⅱ),《英勇不屈的赵一曼》(Ⅲ),《军神

》(VI) 

认真刻苦 
《匡衡家贫勤学》(I),《孟母断机》(ⅡI),《铁棒磨成针》(Ⅲ),《鲁班学艺》

(VI) 

尊师重道 《杨时侍立程门》(1),《春日》(Vl) 

居安思危 《蝉在树上》(1),《指喻》(Ⅱ),《丢了羊的人》(Ⅲ),《扁鹊治病》(V) 

克已自制 《霍光止进有常》(1),《小猴子下山》(VI) 

独立自主 《藤与桂》(I),《这个话不错》(Ⅱ),《自己去吧》(V) 

自尊自重 《不苟取》(1),《竹石》(VI) 

 

家庭伦理 

孝顺长辈 《曾子受杖》(1),《燕诗》(Ⅱ) 

爱护同辈 
《杨津年老敬兄》(1),《黄延玺寻兄记》(ⅡI),《孔融让梨》(Ⅲ),《七步诗》

(VI) 

 

 

 

 

社会公德 

无私奉献 
《石童子》(1),《他支撑着大众的脚》(II),《他永远活在朝鲜人民的心里

(II),《小青石》(VI) 

尊重他人 《刘安世》(1),《把好方法教给大家》(Ⅲ),《从现在开始》(VI) 

文明礼让 《戒争》(1),《桥上两只羊》(I),《让小同志骑吧》(Ⅲ) 

乐于助人 
《范文正父子轻财好施》(山，《杨斯盛》(II),《收稻谷》(II),《雷锋叔叔你

在哪里》(VI) 

团结合作 《群蚁》(1),《泥和沙》(Ⅱ),《团结》(Ⅲ),《廉颇和蔺相如》(VI) 

遵纪守法 《商鞅》(Ⅱ),《在炮兵阵地上》(VI) 

 

 

国家情怀 

热爱祖国 《岳飞》(I),《文天祥》(I),《英雄黄继光》(Ⅲ),《狼牙山五壮士》(VI) 

颂扬领袖 
《尧》(I),《夏离治洪水》(I),《吃水不忘挖井人》(Ⅲ),《一夜的工作》

(VI) 

仁政德治 《管仲治齐》(1),《观刈麦》(Ⅱ),《赤日炎炎似火烧》(Ⅲ),《蚕妇》(Vl) 

革故鼎新 《革命的精神》(Ⅱ),《不第后赋菊》(Ⅲ),《杂诗》(V) 

续表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四个时期教科书篇目举例 

 

 

科学精神 

尊重自然 《腾猿》(I),《猴子学人种东西》(ⅡI),《一个性急的人》(Ⅲ),《拔苗助长》(V) 

辩证思维 《楚人有两妻者》(I),《鸟想》(Ⅱ),《不相信自己的脚》(I),《刻舟求剑》(V) 

求真务实 《杨布》(1),《疑邻》(Ⅱ),《矛和盾》(Ⅲ),《一分试验田》(V) 

明辨是非 《三人市虎》(1),《猫说》(Ⅱ),《狼的故事》(ⅢI),《会摇尾巴的狼》(Vl) 

 传扬风俗 《最古的祖先哪里来的呢》(I),《一幅名扬中外的画》(VI) 



 

民风民俗 

抛弃两习 《薄葬》(1) 

破除迷信 《讥堪舆》(1),《西门豹改革恶风》(Ⅱ),《踢“鬼”的故事》(Ⅲ),《西门豹》 

注：(1)表示此篇出自清末教科书；(II)表示此篇出自民国教科书；(ⅢI)表示此篇出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教科书；(VI)

表示此篇出自改革开放后教科书。 

 

三、小学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篇目价值取向百年变迁特征 

 

12套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篇目共1148篇。关于个人私德取向的篇目最多，共计480

篇；国家情怀取向、科学精神取向的篇目分别有252、215篇；社会公德取向、家庭伦理取向的篇

目较少，分别为111、67篇；民风民俗取向的篇目最少，仅有23篇(见表3)。由于民风民俗取向的

篇目数量过少，本文主要结合其他五个一级类目的统计数据与选文内容分析，总结小学语文教科书传

统文化篇目价值取向的百年变迁特征。 

表3 12套教科书四类传统文化篇目分布情况 

 
个人 

私德 

家庭 

伦理 

社会 

公德 

国家

情怀 

科学

精神 

民风

风俗 

篇目数

(篇) 
480 67 111 252 215 23 

占比

(%) 
41.81 5.84 9.67 21.95 18.73 2.01 

 

(一)智、勇、勤、学为私德培养之要 

一百年来，小学语文教科书尤为关注儿童私德的养成。个人私德取向篇目在各时期传统文化总篇

目中占比最高，四个时期分别占比44.14%、45.69%、41.03%、37.46%。个人私德通常指私人生活中应

当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本质上说就是“修己”。通过修己发展理想人格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人的外部表现，“质”指人的内在本性，内外兼修和谐一致才是君子

。虽然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帝王之学，不是平民之学，但是重视修身养性，培育良好个人道德的思

想却流传千年，并一直活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代代相传。 

智、勇、勤、学是百年小学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篇目最为关注的儿童私德。“智”,即聪明、机

智、智慧。孔子视“智”为实现“仁”的重要条件。孟子将“智”与“仁、义、礼”并称。“勇

”，即果决、刚毅、坚定。自古以来，坚毅勇敢都是理想人格、完美人格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正如

孔子所言“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一个完美的人在面临利益诱惑时要考虑道

义，勇于舍义，遇到危险时要敢于为国为民不惜牺牲生命，久处困顿之境也不忘自己曾经的诺言，

勇于安贫守诺。“勤”,即人们对待劳动的品格。作为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热爱劳动，积极参加



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生活。勤与俭连用，热爱劳动，生活检朴，几千年来都被视为持家

兴邦的必备品德。“学”,即对学问的追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真心爱学，恒久乐学，认真待学，刻苦治学，被孔子称为“好学之人”。爱好学习，认

真刻苦地追求学问在传统文化中也是一种重要品德。 1 2套教科书中，代表“智”的聪明智慧取

向篇目最多，共 8 9篇目；代表“勇”的坚毅勇敢取向、代表“学”的认真刻苦取向紧随其后，

分别有 7 6 篇和 7 1 篇；代表“勤”的勤劳节俭取向排第4,共44篇。这四个取向合计2 8 0篇，占私德

取向总篇目的58.33%。私德取向下其余二级类目取向篇目数分别占比均不超过8%。 

个人私德取向变迁是对时代精神演变的观照。智、勇、勤、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均颇受关注，在

个人私德取向方面排位前四(见表4)。但是时局变化引发的时代精神演变犹如看不见的手，深刻影

响着社会对人才素质及其培养的要求，也引发了不同历史时期语文教科书个人私德取向的变迁。清末

以“智”为首，与“教育救国，先开民智”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异常严重，康有为、

严复等仁人志士提出了“教育救国”论。他们认为西方富强的主要原因在于“穷理劝学”,国家要强

大，首先应开国民之智。民国时期的教育救国论者，继承并发展了维新派“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的思想，提出了要培养“有胆有识”的国之栋梁，在民族的灵魂中熔铸“尚武”“军国民主义”的“铁

血之精神”。民国教科书坚毅勇敢取向篇目独占鳌头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映照。新中国成立时，“勤劳节

俭”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时期勤劳节俭取向篇目上升为第一位，这与共产主义道德建设密不可分。新中国

成立初期，共产主义道德成为无产阶级的新道德。1955年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

1956年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都明确规定了小学语文教学的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形成共

产主义道德。劳动实践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社会主义劳动态度是新时期一个基本的行为衡量标准。像

《小白兔和小灰兔》中的小白兔那样勤劳肯干，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召唤。改革开放以后，全社会倡导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认真刻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时代新风，小学语文教科书中“认真刻苦”取向

的篇目也是四个时期中最多的。 

表4 各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四种个人私德取向 

清末 民国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后 

1聪敏智慧15.82% 1坚毅勇敢34.44% 1勤劳节俭23.75% 1认真刻苦19.55% 

2诚实守信13.00% 2聪敏智慧22.22% 2坚毅勇敢22.50% 2聪敏智慧18.78% 

3认真刻苦12.43% 3认真刻苦11.11% 3聪敏智慧20.00% 3坚毅勇敢12.78% 

4正义善良11.30% 4勤劳节俭8.89% 4认真刻苦18.75% 4勤劳节俭10.53% 

 

(二)家庭伦理教育清末独重 

清末教科书中的家庭伦理取向篇目较多，民国之后锐减。家庭伦理可简要概括为“孝悌”:尽心

奉养和服从父母是“孝”,敬爱兄长是“悌”。孝悌观是儒家的根本立场，也是道统的核心。百年小

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家庭伦理篇目在清末较多，约为10.47%,后呈下降趋势，民国时期占比5.07%,新



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比重仅为0.51%,改革开放后回升到3.94%,这从侧面反映了孝悌观的时代变迁

。 

对传统孝悌观的批判是家庭伦理取向篇目锐减的主要原因。儒家的“孝”既关乎事亲，又关乎

事天，既是家庭伦理道德，又是国家治理手段。语文教科书相关篇目在显性层面上教导儿童善待父

母，在隐性地层面上则承担了政治教化、维护宗法等级的任务。就这个意义而言，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

此类篇目在清末占比最高是顺理成章的。清末《蒙学读本全书》编选了很多家庭伦理方面的篇目，有涉及

“孝”的如《闵子骞单衣顺母》,孔子弟子闵子骞虽受继母虐待，但在继母被休之时仍为其求情，赢得“

孝”的美名；有涉及“悌”的《杨津年老敬兄》等。这些篇目都以故事的方式传递了传统孝悌观念。民

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一些新青年高呼反封建专制，对传统孝悌观的弊端和不合理性展开猛烈批判

，“非孝论”“破除宗法”的思潮涌动，同期小学语文教科书中这类篇目的数量下降了一半。这一趋势直到

改革开放时期才稍有扭转，“孝”在维护家庭和谐、协调伦理关系、弘扬民族精神方面的价值才重新得到

认识。 

(三)公德培育由“乐群”转向“国民公德” 

社会公德取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到的关注超过清末、民国时期。12套教科书共有社会公德取

向篇目111篇。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期的58篇与清末、民国时期的53篇，在篇目总数上相差无几

，但在占比上却相差不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改前的3套教科书中此取向篇目共有34篇，占

该时期传统文化篇目总数的17.44%,是四个历史时期中占比最高的。可见，这一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

书尤为关注对儿童社会公德的培育。 

由“乐群”转向“国民公德”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社会公德类篇目价值取向百年变迁的主要特征

。“乐群”一词出自《礼记·学记》。群，指同学之人。乐群，即与同学和乐相处。“乐群者，乐

于取益，以辅其仁也。”就是说乐群的人，以汲取别人的有益言行为乐，来辅助自己的仁义之心。
[4]

后世许多学者将乐群视为具有优美和乐之情操，与人相处谦恭礼让，愿意与人合作，能善待他人，

助人为乐。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较为关注文明礼让、助人为乐、团结合作等社会公德取向篇

目，以此传扬儒家的“乐群”思想。文明礼让、助人为乐、团结合作篇目分别占清末、民国小学语

文教科书社会公德篇目总数的20.75%、28.30%和30.19%。《戒争》《桥上两只羊》等篇目告诉儿童

与人相处要懂得谦让，若互不相让，就会如桥上的黑、白两羊，不仅谁也不能过河，还会跌落河中

，招来性命之忧。《范文正公轻财好施》等教育儿童应像范仲淹等人学习，好善乐施，助人为乐。

《二虎》等以有趣的寓言故事启发儿童体会团结合作的价值。1950年颁布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

准(草案)》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小学语文课程中培养公德，即公民公德。这一政策文件引发了小学

语文教科书在编选篇目价值取向上的调整，社会公德取向篇目不但关注“乐群”,更关注“公民公德

”。公民公德的主要内容为“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其核心是

“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大我，舍小我，无私奉献成为处理公私关

系，进行公共交往的基本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小学语文教科



书中无私奉献取向篇目的数量都远远超过了清末、民国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无私奉献取向篇目共计28篇

，占同期全部社会公德价值取向篇目总数的48.28%,是清末、民国的8.53倍。《猎人海力布》中的主

人公为挽救乡亲们的生命不惜牺牲自己，《罗盛教》讲述了为拯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小青石》体现了

甘做铺路石的精神。此类篇目的选编既体现了时代对社会公德问题的思考，又结合语文学习具体生动地

展现了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 

(四)热爱祖国百年内涵同中存异 

国家情怀取向在四个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均占据重要地位。国家情怀指个人对祖国、家乡

的深情大爱，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真挚追求，具体体现为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

感和使命感。有国家情怀的人热爱祖国，愿意奉献，勇于恪守兴国之责。国家情怀取向无论在哪个

阶段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都是重点关注的对象。清末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篇目中具有国家情怀取

向的篇目共有66篇，在所有传统文化篇目中占比16.46%,在道德价值取向六个一级类目中排第三位。

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相关篇目有63篇，但占比上升至31.97%,排序升至第二位。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

放前教科书中的相关篇目有44篇，占比22.56%,虽比民国时期有所下降，但依然是继个人私德之后传

统文化篇目中最受关注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后的教科书中相关篇目占比与前一时期持平，但增加

为79篇。由此可见，语文教科书作为母语教育及德育的重要材料，一百年来始终坚守培养学生爱国

情怀这一基本立场。 

“热爱祖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国家情怀教育的核心，其内涵随时代发展在同中存异。百年

小学语文教科书依托传统文化篇目的沿用与更替，生动记录并展现了爱国内涵发展变化的历程。一

方面，精忠报国、持节不屈、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自始至终被视作爱国典范，百年间被不断称颂。

不论是清末、民国时期被各套教科书收录的《苏武》《岳飞》《文天祥》,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被各套

教科书选用的《英雄黄继光》《遵守纪律的邱少云》等，都将英雄形象与英雄精神作为国家情怀教

育的重要基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小学生以英雄为榜样，热爱祖国，不畏牺牲。另一方面，从清末的“

忠君爱国”,到民国时期的“救亡爱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爱国”,中国人在时代精神的

感召下又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对祖国的热爱。清末是中国政治文化大转型时期，语文教科书表现出从华

夏文化观向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观”过渡，帝王观与国家观并存，即“君王即国家”“忠君即爱国

”。如在《窜之战》中，逢丑父在齐晋交战中李代桃僵，舍命救齐侯。民国时期，中国在政治、经

济、外交上面临多重危机，激发了国人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打破了传统的忠君即爱国的模式，反帝

反封建、建立民主国家、振兴中华成为重要的爱国内涵。《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等篇目在学生心中播下

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危亡的种子。新中国成立后，热爱祖国、振兴中华有了新的时代要求，即“积极

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一夜的工作》等歌颂了周恩来为祖国建设不辞辛劳的工作，《祖国，我终于

回来了》描绘了科学家钱学森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不畏艰难坚持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感人故事。 

(五)科学态度与科学思维薪火相传 



尊重自然、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百年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科学态度是

科学精神的重要表现之一。狭义的科学精神主要指认识论视域中的求真。广义的科学精神则不仅强

调求真，而且强调其对个人或团体行为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精神即“道德法令”,会

对人类看待自然与外部环境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不论儒家、道家还是墨家，

都把天地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将人视为其中的一部分，主张人应当尊重自然、亲近自然，以体

悟自然的态度去感受世界本来的样子。在百年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传统文化篇目中，涉及科学精神取

向的篇目共有211篇，其中最多的是尊重自然取向的篇目，共68篇，占32.23%。如清末的《鸥鸟》告

诉人们唯有尊重和爱护鸟类，鸟类才会与人亲近；民国的《猴子学人种东西》提醒人们只有按自然

之道种植，才会有所收获等。第二多的是求真务实取向的篇目，共61篇，占比28.91%。如清末的《

齐田氏祖于庭》讲述12岁的鲍家小儿实事求是，道出天地万物与人平等共存的道理；民国的《疑邻

》教导人们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凭空猜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猴子捞月亮》;改革

开放后的《咕咚》揭示了弄清事实真相的重要性。 

作为科学思维早期形式的朴素辩证法为百年小学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篇目增添了理性的魅力。

朴素辩证法是我国古代先贤用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它的基本特征为：运用全面

、相互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事物与现象；强调事物与现象不同要素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

李约瑟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在仔细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就此而言，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人是高深的。”
[5]
语文教科书编选表现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篇目，

既可以传承诸子百家的思想，又有利于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启发学生的智德，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从四个历史时期来看，清末最为重视对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传承，三套教科书选用了 21篇相关篇目，

占整个科学精神价值取向篇目的30%,多于其他三个历史时期。这些篇目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让学生

感受先人的语言智慧与思维力量。如《海大鱼》教导学生运用全面的观点看待利益，《楚人之坠剑

》等引导学生运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周围的现象，《画蛇》《周尹氏治产》等要求学生辩证地考

察“多求与转失”“苦与乐”的关系。《楚人之坠剑》《宋人守株》《一个农人》《画蛇》等篇目

还以《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拔苗助长》《画蛇添足》等篇目名称，流传至清朝以后的三个历

史时期。这些篇目运用直觉、联想的方式引导学生透过表面的现象，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存联系，认

识事物的运动、发展与变化，以及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相互转化，提升了学生思维的全面性、整体

性、开放性、灵活性与批判性，有助于学生理性地认识客观事物。 

综上所述，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一百年来，不管时局如何变化，小学语文教科书作为传承中华

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引导儿童智、勇、勤、学，修身养性，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尊重自然，

求真务实，辩证思考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理性分析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恰当选择

与合理编排语文教科书的传统文化篇目，彰显文道统一，实现以文化人、以言育人，是一项关乎中

国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课题，值得长期关注与审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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