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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与取舍，建立起多类别多类型的方言文化资源库，

形成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便于语文教学随时调用。

其 一 ， 建 立 重 庆 方 言 博 物 馆 。 方 言 博 物 馆 的 建 设

能够系统科学地呈现重庆方言文化的基本体系，为方言

文化资源提供大众展示与教育科研平台，以重庆方言博

物馆为依托建立起的方言文化资源库，不仅能够为学生

的语文综合学习提供实地考察的场所，同时也鼓励同学

自主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了解重庆地区方言文

化，加深学生对方言文化保护的理解和重视。

其 二 ， 建 设 重 庆 方 言 文 化 资 源 官 方 网 站 。 除 了 实

体博物馆的建设之外，为确保学生能更系统、专业地学

习和了解重庆方言文化，还可建设重庆方言文化资源网

站，克服时间、地点等限制打造重庆方言文化资源官方

网站，从线上收集各地专家与教师对于方言文化资源融

入课堂的建议，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共同打造地域

性线上共享资源平台，拓展教师教学的资源，丰富学生

的语文学习空间。

2、语文教学各环节融入方言文化资源

语文是最能够包容和接纳课堂语言多样化的课程，

在语文教学中融入方言教学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普通话

的理解，而且还能丰富语文课堂的语言文化，提升学生

的语言沟通能力。

其 一 ， 方 言 文 化 资 源 在 阅 读 教 学 中 的 运 用 。 阅 读

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阅读是基于文本的，而

文 本 来 源 于 生 活 。 《 义 务 教 育 语 文 课 程 标 准 （ 2 0 2 2 年

版）》要求第四学段的学生能够“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

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

语言”。 [4]方言具有独特性和地域性，课文中的方言都

有特殊的含义，如果不了解方言背后的地方文化，必然

会错过作者想要传达的意图，失去阅读文本时的审美意

趣。因此，在阅读教学中，引入方言文化资源进行补充

教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以部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的课外古诗词《夜雨寄北》为例：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作者在这首诗中两次提到的“巴山夜雨”，就可以

作为引入方言文化资源的切入点：一是何为“巴山”，

二是为何“巴山夜雨”。以这两个问题导入，进而介绍

“巴山夜雨”的地域文化特色，从而从地域、季节、时

间以及巴蜀地域风情四个方面对诗歌进行解读，通过情

景交融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究诗人的情感。

其二，方言文化资源在口语交际中的运用。口语交

际一般指交互双方进行感情上的交流，或者进行信息传

递的活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第

四学段要求学生：“学会文明得体地交流，根据需要调

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应对能力，增强感

染力和说服力。”[5]这强调了初中学段学生除了使用普通

话这一基本交流语言，能够根据场景、对象的不同进行

对应的表达与交流才是口语交际的最佳模式。因此，在

口语交际中能够合理学习方言，能够提高学生口语交际

能力，也符合当下开展素质教育的背景。

其三，方言文化资源在写作教学中的运用。《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调初中学段学生应

“多角度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写作要有真

情实感”。 [6]要求学生运用正确恰当的语言文字进行书

面表达，同时要感情真挚，不可出现千篇一律的套路作

文，鼓励学生进行创意表达。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方

言文化资源适当引入写作教学中。方言表达相较普通话

而言更显真挚和真实，方言表达引入写作也能够激活写

作语言、突破学生的单一空洞表达，通过方言还原到生

活本身，让学生在写作中自主畅快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

感。同时，在写作教学中，恰当地引入方言文化资源，

鼓励学生使用“母语”表达，能增添写作内容的真实性

和灵动性，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3、开发和建设重庆校本方言文化课程

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中的三级课程管理模式为优秀传统文化进入课堂提供

了新的思路，其中，校本课程的开发是方言进入文化课

堂的一种重要途径。

其一，校本方言文化课程的目标设定。课程目标的

设定是课程开发的基础，以重庆来说，我们认为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应该成为校本方言文

化课程开发与建设的目标。首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只有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才能有效地达成语文学

科的课程目标。重庆方言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可以引导

学生将语文学习的视野扩展到身边的文化资源中，为语

文学习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次，

在开发与建设重庆校本方言文化课程的过程中，教师要

引导学生理解重庆方言文化的内容、价值与意义，加深

学生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用创新的眼光来认识

与理解重庆方言文化资源，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在

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形成兼容

并包的文化情怀，引导学生学会尊重多元文化，强化学

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其二，校本方言文化课程的内容设置。重庆校本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