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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
张学娇

（中宁县第四小学，宁夏  中卫  755100 ）

摘要：华夏五千年文明为我们创造了大量宝贵的知识财富，

它是无数先贤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随着全球文

化的交融发展，很多其他国家都对我们的传统文明产生浓厚的兴

趣，愈来愈多的外国友人开始学习中华文化。将传统文化纳入小

学语文教学内容当中，不仅可以使小学生对我国的历史变迁有一

个深刻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使其形成良好的道

德品质，受到心灵的净化和思想上的熏陶，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能

够一直传承下去，继续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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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学习其他科目的基础，小学语文的学习对学生自身素

质的养成有很大影响。小学时代正是三观形成的重要时刻，我们

能向其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尤为重要。所以说，将传统文化

吸收进语文教学内容当中至关重要。本文将详细分析在小学语文

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刻意义，同时根据教学过程中产生的问

题提出相关建议。

一、在小学语文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华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积厚流光，其内容博大精深，

在全球文化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代表着我们华夏民族自

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传统文化，可以让小学生产生强

烈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对我们的祖国更加深爱。其次，小学

语文与其他学科不同，它不仅承担着传授给学习者听、说、读、

写等基本技能的作用，还承担着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

这是其他学科所做不到的。我们在语文学习中了解历史，分析文化，

自省自知，培养人生观念。再者，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学生

的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分析能力等都可以得到

一定的提升，为其他学科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校和老师重视程度不足

由于当前考试制度的影响，很多学校和老师还是把主要精

力放在提高学习者学习成绩上，将其作为权衡学生优劣的标准。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就特别注重课本知识的传授，认为中华传统

文化教育是在浪费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对提高其学习成绩没

有任何作用。很多家长在老师影响下，也抱此态度，禁止学生

在家里读一些课外书籍，这就导致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在学校

教育中被无情忽视，不利于孩子们的全面发展，违背了素质教

育的初衷。

（二）教学方法不科学

目前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已经加入了很多传统文化方面的

内容，老师在进行讲解时，只针对课本内容进行讲授，没有对课

文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延伸与深化，这就造成了学生对传统文化一

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难以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这也

有违了我们教材改革的最初目的。同时，教学方法的落后，使孩

子们对传统文化难以产生足够的喜爱，从而失去学习的积极性和

自觉性。当然，这也与老师的教学能力有关，不具备一定的教学

技巧是不可能有好的教学成果的。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积极措施

（一）转变观念，提高教学水平

要把素质教育的理念切实落实到教学实际当中来，提高对传

统文化教育与传承的重视。同时加强对本学科教师教学能力的培

训，提高其传统文化素养和传统文化教学能力，督促其在课上积

极进行传统文明知识的教育，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和知识面。

（二）创新教学方法，加强传统文化教学

小学生的年龄特征表现在他们性格活泼、猎奇心重、自控能

力差的学习特点，那么在上课时，教育者就要根据学生这些特征

创造符合他们的教学方式。可利用情境教学、多媒体教学等新型

方式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激发其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

同时，带领和组织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诵读，加深其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提高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

有些古诗文初学时会觉得晦涩难懂，但是多读几遍慢慢就能体会

文章所要表达的情感，这就是诵读的作用。

（三）注重对课本知识的延伸

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局限于课本知识的范围，要根据课文内涵

进行渗透。比如说在学习《曹冲称象》时，可以向学生讲解一些

《三国演义》的内容，引起学生对古典名著的阅读欲望。在讲授《难

忘的泼水节》时，可以让孩子们在课后搜集一些各民族传统节日

的知识，然后在课上相互交流，这对拓宽学生者的眼界，增强他

们的表达能力、交往能力有很大的益处。同时，向他们推荐一些

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使其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都能受到这

种文化的熏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四）开展有意义的传统文化活动

我们的传统文化虽然已经历经千年却经久不衰，并没有与我

们的现代生活相脱节，而是以不同的形式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所以，在语文教学中，老师要根据生活实际培养孩子们的

传统文化素养，组织有意义的相关活动。比如说组织传统文化手

工艺展、主题手抄报、文艺比赛等，让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古典民

族文化的魅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的影响深远，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利于从

小培养学习者的道德品质，使其修身养性。作为小学语文老师，

更应该不断学习，端正教学思想，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任，积极

探索传统文化教育的新方法、新理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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