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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目标的构建及达成路径

——基于内地西藏班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教学实践

芦洋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一论述为内地西藏班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在推进“铸牢”课程思政的过程中，针对内地西藏班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教学，在构建“铸牢”学习目标时宜

具体明确，可以选择“铸牢”需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不宜把“铸牢”当作“瓶子”，将所有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酒”一股脑都装进去，从而弱化“铸牢”的主线地位。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整合文本、挖掘资源、创设情

境多种途径来达成“铸牢”学习目标。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

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反响热

烈。特别是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

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和研究更是盛况空前。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强调必须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

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内地西藏班的民族教育事业指明了前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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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笔者所在的内地西藏班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着力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突出“铸牢”主线。为了充

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育人作用，特别是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主线，学校全方位进行课程思政建设，2022 年设立课

程思政专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40 项，笔者也进行了申报立项。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困惑，发现了一些问题，也进

行了一些思考。如：针对内地西藏班高中语文教学，铸牢中化

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课程目标、学习要求、

学习目标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铸牢”学习目标应该怎样构

建，又应该通过怎样的路径达成？笔者尝试以自己任教的高中

语文选择性必修教材为基础，以内地西藏班高中语文教学为研

究对象，从“铸牢”学习的构建及达成路径两个维度回应这些

问题。

一、“铸牢”学习目标的构建

根据 2020 年最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

文学科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构建起来，

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及其品质；是

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与思

维品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主要包括“语言

构建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

承与理解”四个方面。具体到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阶段，就是

要教师依托三本教材着力培育学生上述四个方面的学科核心素

养。而学科核心素养可以具体划分为 12 项课程目标，这 12 项

课程目标在选择性必修课程中又要依靠课程标准中的 4 条学习

要求。这 4 条学习要求是选择性必修课程的抓手，达到了学习

要求也就能够实现 12 条课程目标。我们通常在设计教学时的

学习目标就是学习要求的具体化呈现。综上，可以看出学科核

心素养、课程目标、学习要求、学习目标之间存在逐层具体化

的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主线

是占主导地位或主要统领事物发展的线条和脉络。民族教育中

铸牢课程思政以铸牢为主线就是要“按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要求确定目标，包括铸牢需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学科核心素养同属意识形态的价值

观层面，二者包容深广而互有交集。课程目标中“增进对祖国

语言文字的美感体验”“传承中华文化”“理解多样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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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参与当代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

义，而学习要求正是落实铸牢意识的抓手，因此“铸牢”学习

目标和传统学习目标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个维度上是并行

不悖、相得益彰的。如下图所示：

具体来讲，就是要将“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五个

认同”和“三个意识”贯穿于语文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通过

有机融入，让教育对象获得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和面向

世界的文化归属感，并落脚于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因此，在

设定学习目标时，既不能片面思考，缩小“铸牢”学习目标的

应有范围；也不能将“铸牢”当作“瓶子”，把文本蕴含的所

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酒”一股脑都装进去，从而弱化

“铸牢”的主线地位。

此外，“铸牢”学习目标的构建还需要满足两个要求。首

先，要具体、明确，在可听可见可感角度上为学生学习创设

“润物细无声”的目标导向。总的来说，“铸牢”学习目标属于

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的一个部分，要培养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但是语文课堂教学终究和思想品德、思政教育等专

门的教育有很大区别。如果学习目标的设定仅仅落脚于“培养

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措辞，则成为了空洞的说教，难免缘木

求鱼。

其次，“铸牢”学习目标的设定应是课文作者创作文本时

所蕴含的应有思想感情，而不是教师强加或预设。任何知识都

包含三个层次的意蕴：一是作为知识结果的概念命题与理论，

对于语文来讲即是文本自身；二是获得知识结果的过程与方

法，对于语文来讲即作者创作文本时采用的构思和方法；三是

驱动创作这些文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铸牢”作为一种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应是驱动作者创作写作文本的应有之义，能

够在字里行间感知。李润洲认为：“通过知识教学实现情感态度

价值观的途径有三：洞察知识创生之意奠定基础；遵循情知互

动之理指明方向；彰显精神成人之本灌注命脉。”这些论述为

我们将“铸牢”学习目标融入课堂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铸牢”学习目标的达成路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将“铸牢”学习目标和语文核心素养

等专业概念的理路逻辑进行了梳理，那么怎样在内地西藏班选

择性必修语文教学实践中达成这些学习目标呢？笔者认为至少

有三条路径：

（一）基于教学内容即 9 个任务群的整合。采用主题阅读、

比较阅读、专题学习、项目学习等方法，将选择性必修文本

进行精心整合，作为融入“铸牢”学习目标的基础。例如：

将选择性必修上册中的《长征胜利万岁》和《中国人民站起

来了》整合在一起，让学生完成“来之不易的新中国”主题

阅读。学生在阅读中自己体悟近代中国如何从列强环伺、战

乱频仍中浴火重生，自觉产生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再如：将

选择性必修上册的《论语十二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老

子四章》《五石之瓠》《兼爱》五篇文本梳理之后进行比较阅

读，让学生充分了解先秦诸子的思想精华，从而对悠久灿烂

的中华文化生发兴趣，在课堂讨论中让学生潜移默化的产生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再如：将选择性必修中册的第一单元作

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专题学习，让学生充

分了解理论的正确性和指导工作重大意义，特别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必然趋势和科学依据，从而产生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再如：将选择性必修下册的《望海潮》和《扬

州慢》两首词整合为“双城记”项目学习，让学生了解杭州、

扬州的历史文化和繁荣现实，通过今昔沧海桑田的剧变对比，

达到借古颂今的目的，让学生感受到伟大祖国蒸蒸日上。对

于文本的整合既要注意彼此的内涵联系，又要关注外延交叉，

既要基于教材的任务群学习框架，又要创造性的整合开展

“铸牢”语文教学。

（二）书屏联姻的跨媒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语文课程资

源的挖掘和运用能够有效帮助“铸牢”学习目标潜移默化的

影响学生，能够为师生的教学插上有力的翅膀。目前对于语

文教学的资源开发和运用呈现多元化趋势，从自然资源、社

会资源到人文资源都能为我们的教学提供动力。笔者认为书

屏联姻的跨媒介数字化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有利于落实

“铸牢”的学习目标。例如：在选择性必修上册《在民族复兴

的历史丰碑上——2020 中国抗疫记》的学习中，除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抗疫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的视频、中国抗疫记

录片等素材外，还可以通过多媒体向学生展示“学习强国”

网站上的“中央抗疫日记”栏目。通过日记能够直观地对抗

疫过程中党中央如何带领全国人民英勇奋战和党的英明决策



社
会
热
点

045

有全景式的了解，让学生自发产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再

如：选择性必修中册的《苏武传》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

生观看以“苏武牧羊”为题材的影视剧片段和相关音乐乐曲，

达到营造氛围创设情境的目标，特别注意，教师在具体文本

分析时应着重塑造苏武奉命出使，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使者形象，让学生理解中华民族就是在不同形态的“三交”

中不断演进，从而认同中华民族。此外还可向学生提供语文

教学资源网站、与语文教学同步的网校、各级各类网络图书

馆、论坛、微信、微博、豆瓣、知乎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网络

数字资源，用于学生课下拓展学习。

（三）学习情境的创设和学习活动的开展。语文选择性必

修教学首先应该面对的不应只是知识，还有真实情境中的语

言文字问题。在具体教学中，首先要根据内地西藏班学生学

情，确定哪些文本必须学、重点学，哪些文本学生自己就能读

懂。比如选择性必修下的《宇宙的边疆》和《天文学上的旷世

之争》。对于那些学生读不懂的文章，要找出制约他们理解的

典型问题，进而通过问题的设计和情境的创设，让学生们在学

习时进入自主的活动与体验中。学习情境主要包括三种：“学

科认知”“个人体验”和“社会生活”；言语实践活动主要包括

三类：“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和“梳理与探究”。在具

体教学中需要教师合理创设情境，综合设置言语实践活动。例

如：在选择性必修下《茶馆（节选）》的课堂教学中，为了让学

生体会老舍高超的台词技巧、巧妙的矛盾设置和精湛的艺术构

思，笔者要求学生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按学习小组排演其中的

一个片段，演出后组织学生讨论评选最佳男、女主角并撰写颁

奖词。这样做不仅将学科知识和个人体验有机融合，更是涵盖

了三类言语实践活动。学生在可听可看可感的环境中自然而然

的理解到老舍的写作目的，从而在新旧社会的对比中自然生成

对伟大祖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再如：在选择性

必修下《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设置了一个

“文图转换”的实践活动，要求学生根据文本画出冯至“发现

山村”的部分。这一设置尊重了西藏班学生善于绘画的学情，

学生积极参与。在展示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能自然流畅地讲解

自己的画作，而且还参与到点评其他学生作品中来。通过这一

实践，让学生时刻留意祖国自然风光的迷人和给人的文化滋

养，认同伟大祖国。

综上，在构建“铸牢”学习目标时，应该注意“铸牢”学

习目标和语文学科特点的逻辑关系，顺延可听可见可感的目标

导向，探索驱动文本生成的应有价值观，在达成“铸牢”学习

目标时，可以通过整合文本、挖掘资源、创设情境的方法，打

通铸牢课程思政指导教学的最后一公里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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