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改革，我们对教育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使教育普及，还要加强实

践，以“知行结合”的方式使学生认识当地文化，热

爱家乡，热爱中国经典文化，传承并弘扬爱国精神，

促进学校人文化发展，提高办学品位和办学特色。

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将经典诵读与本土文

化相结合，让学生们更深刻的感受到经典的魅力。

因此，经典诵读本土化研究成为了我们要关注和讨

论的话题。

一、本土化的涵义
关于本土化这一概念，广泛应用在不同的行业

跟领域，是现代营销观念的一种反应，它的核心内

容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以消费者为核心，而不是

以商家的喜好、习惯为准绳，企业规范必须随地区

性变化引起的顾客变化而改变。通俗的来讲，就是

入乡随俗，本土化策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

的，一个事物为了适应当前所处的环境而做的变

化，这就是本土化。而本土化策略这一概念已经不

仅仅是局限于经营活动方面了，现在，在教育领域

也出现了本土化策略的这一个概念，也就是将教育

事业跟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以及人文思想相

结合，更好的优化“知行结合”的教育策略。经典诵

读的本土化策略因此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重视，如

何将中国的经典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成为一

个重要的课题，本土化有着它重要的意义，它不仅

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兴趣，使学生们更加了解自己家

乡的文化，还能使学生们更热爱自己的家乡，这也

是一种加强实践的方式，利用实践活动，让学生们

对经典诵读产生强烈的兴趣，从而不断学习中国的

经典文化。

二、经典诵读本土化的意义

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积淀，

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特有的东西，可能已经是积累了

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文化，这种丰厚的文化资源很

多还没被开发出来，利用经典诗词的诵读教学与本

土的文化相结合，是教育不断进步不断改革，不断

发展的要求，这可以体现很多核心价值观，比如热

爱家乡，思念故土，是乡土教育的开发跟利用，也是

可以更好的促进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因此

经典诵读本土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经典诵读本土化可以激发学生们对诵读

经典的热情。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是历史与社

会的产物，丰富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因此保留下了

很多经典的诗词和著作。而对于现在，我们更重要

的任务是传承，在很好的传承之后，才能不断的创

新和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对于经典都是这

么的热爱，因为传统的书本式的教育，使他们对于

经典丧失了兴趣，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无

法提高学生们对经典的兴趣，这就很难更好的去传

承，去发展。经典诵读的本土化可以结合当地的风

土人情，展开经典诵读的活动，这样跟身边的环境

息息相关，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兴趣，更好的传承经

典。

其次，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在经典的诗

词中，有很多都是表达作者的思念家乡的情感的，

也有很多所描写的景色是跟当地的风景相关的，在

诗人的眼中，所看见的一切都是跟他当时的心情有

很大的关系，思念家乡的时候看见什么都是伤心和

思念，所见的景色都是“枯藤老树昏鸦”，感受到的

都是“断肠人在天涯”的寂寞与思念；心境开阔的时

候，看见都是美好与豁达，哪怕在秋天都是“自古逢

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豁达。对于学生们，

经典诵读本土化策略研究*
卢 凯，景志明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经典诵读本土化是在教育不断改革和发展的今天，在教育上的一种延伸，是优化“知行结合”教育策略的一种有

效途径和方式，是提高学生们实践能力的有效方法。经典诵读本土化不仅可以使学生们热爱家乡，还可以对经典充满兴趣。

如何建立经典诵读本土化策略，是我们这篇文章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经典诵读本土化；涵义；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1-0136-03

收稿日期：2014-12-11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经典诵读本土化策略研究以中小学李

白诗歌诵读教学为例”（项目编号：LB14-04）。
作者简介：卢凯(1971- )，女，云南永善人，西昌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宣传、思想政治教育。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7卷第1期

2015年3月

Vol.27，NO.1

Mar.，2015

DOI:10.16104/j.cnki.xccxbsh.2015.01.036



第1期

更应该让他们认识到家乡的美好，热爱家乡，因为

那是一个生养他们的地方，在现实中，可能有很多

学生因为没有离开过家乡，觉得外面更好，时间久

了也看不见家乡的美好，这就要通过经典诵读的本

土化，让学生们看见诗人眼中他们家乡的美丽，让

他们从中间体会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例如，李白的

《静夜思》中就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句

子，这是小学生课本里很经典的一首诗，这首诗表

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学生们通过诵读，去

体会这种思念，感受家乡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是寄

托，也是港湾。

最后，可以完善“知行结合”的教育策略。我们

的教育在不断改革跟发展，“知行结合”的教育理念

已经深入人心，放弃掉旧有的“填鸭式教学”，走进

生活中，不断的培养学生们的实践能力，是教育改

革的重点。诵读经典的本土化，可以作为优化“知

行结合”教育策略的方式，对学生们进行实践教

育。例如，可以去一去经典诗词中所描写的景物的

地方，比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描写的泰山

的雄伟，那么学生们可以去泰山感受诗人当时的心

境，或者“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

山瀑布，也可以去感受庐山瀑布的雄壮；还可以去

看看名人的旧居，感受当时他们的生活环境，“斯是

陋室，惟吾德馨”的情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先天下之忧而

忧的大气；还可以走他们曾经走过的路，感受历史

的沧桑与变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辛。正

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绝

对是让学生们更好的感受经典文化的一种重要的

方式，也是使学生们对经典更有兴趣的途径。

三、经典诵读本土化的策略
经典诵读本土化对于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

作用，它是教育创新的一种延伸，也是实现“知行结

合”教育策略的一种优化，那么，如何落实经典诵读

本土化策略呢？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研究、探讨和

不断的实践，下面就是我对这一策略的探究：

（一）了解经典诵读本土化的价值

对于很多地方的老师，他们依旧没有改变以往

的教学方式，依旧是在课堂上，以“填鸭式”的教学

方法传授知识，学生们因此逐渐丧失自学能力，也

不能充分的跟老师交流，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

不再能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很多老师不懂对于

经典诵读本土化的价值，认为没必要，但是他们却

忽略了经典诵读带给学生们的意义。经典诵读本

土化可以提高学生们对经典文化的兴趣，使他们对

关注国学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启蒙，同时，还可以

丰富学生们的地理知识，因为很多诗词中都会描写

很多的景物，景色，风土人情，这些知识对学生们都

是一种积累。例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诗

句，“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重阳节写的，从题目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学生们就可以知道，我国

的重阳节是在阴历九月九日，而茱萸就是重阳节人

们都会插在家里的一种植物，这是一种习俗，重阳

节的时候学生们可以一起去插茱萸，这不仅积累了

知识，还提高了学生们学习的热情和实践的能力。

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经典诵读是“知行结合”教育

策略的一种延续跟发展，是跟教育另一种形式的结

合，多实践，多积累，更有助于学生们对于本土文化

以及经典文化的喜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

趣，学生们就会主动的去学习了。

（二）深层挖掘本土化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各个地区都蕴藏着

自己独特的自然风光，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文

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使每个地

区的人文也不一样，因此在资源开发上我们要结合

本土的特点，树立本土的自信，这些本土的资源就

可以节约成本，还能保持自己当地的风格，对于学

生们来说，本土的东西很贴近生活，他们会觉得更

亲切，更容易接受，本土文化对他们来说更有一种

特殊的魅力。

古诗词中，有不少写了自然风光，人文风光的

诗句，这些都可以跟本土相结合，通过经典诵读的

方式，让学生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让其他地方人

更向往自己的家乡。我们可以以李白的《秋浦歌》

为例：

秋浦歌

（唐）李白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秋浦指的是个地区，在今天安徽池州市贵池区

西南，唐朝时是著名产铜、银的地方。因此对于徽

池州市贵池区西南地区的学生们，这首诗就可以很

好的跟本土相结合。这首李白的诗，是在安徽写

的，这首诗采用浪漫夸张的手法，抒发了诗人怀才

不遇的苦衷。学生们可以用心感受李白当时的心

情，体会头发愁白了三千丈的怀才不遇的苦闷，另

外，老师还可以组织学生们以建立资料角，让学生

们自己查资料，一节课的时间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料

内容都展示出来，那么就可以在资料角里进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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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让同学们的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同时还可以

激发学生们的兴趣，加强他们的记忆，现在多媒体

发展的很快，我们还可以在电脑里建立这样资料文

件夹，资料共享，让学生们充分的了解李白，了解这

首诗，了解李白当时的心情。

再例如李白的另一首经典的诗《望庐山瀑布》：

《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从题目看，可以知道李白所描写的是庐山的瀑

布，如果作为当地的学生，就更能体会庐山瀑布的

景色，瀑布的那种壮阔，那种伟岸，就像银河从天上

流下来，这样的情自然景色是大自然赋予人们的最

好的礼物。这首诗是诗人李白五十岁左右隐居庐

山时写的一首风景诗，形象地描绘了庐山瀑布雄奇

壮丽的景色，反映了李白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

爱。对于隐居的李白都可以如此的热爱这片土地，

而当地的学生们，又怎们能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

这首诗结合本土去诵读，可以使学生们更加热爱自

己的家乡，这也是经典诵读本土化的其中一个意

义，热爱大自然，热爱自己的家乡，并且还能很好的

学习这首诗，就是经典诵读本土化的目的。老师甚

至可以带领学生们去庐山的瀑布看看，带学生们走

一走当时李白所走过的地方，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感受历史的厚重，更深刻的感受这首诗的意境。

四、小结
综上所述，诵读经典本土化策略在日常教学中

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经典诵读本土化策略不仅可

以让学生们认知经典，了解经典，还能让学生们产

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了解家乡的文化，与经典相

结合。诵读经典本土化是优化“知行结合”教育策

略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培养学生们实践能力，提

高学生们对经典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兴趣的重要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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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lassic Reading Localiz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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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educational continuou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lassic reading localization is an

extension on education, an effective way and means to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knowing and doing, and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students’practical ability. Classic reading localization can not only make students love

their hometown, but also be interested in classics. How to establish classic reading localization strategies is the main

content for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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