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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

史晓晓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实验中学 山东 聊城 252100

【摘 要】初中时期作为学生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期间树立的理念将会渗透影响他们的一生。语文作为三大主课之

一，必不可少地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担。面对越来越快的国际化社会进程，传统文化更显得独特和珍贵，展现了

一个国家软实力、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因此注重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对传统文化的传递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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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上下五千年，孕育的传统文化不可不谓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蕴涵着丰富

的科学文化精神，其之于中华民族是根。孔孟之言，仁孝

礼义，诸此箴言，传递展示着我们大国风气。初中语文教

育对培养心智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学生的综合素养具有里

程碑式意义，在此阶段接收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帮

助中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初中语文教学搭载着传统文化

对学生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渗透的美好愿景，教育工作

者则是持续输出和传递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坚力量，本文就

教学中遇到的困境和自身教育心得对传统文化教育做出

以下总结：

1 目前传统文化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1.1 多元文化入侵

改革开放以来，他国文化和潮流引入中国，人们驱赶

封建迷信思想的同时，又过度追逐新潮，国外物件品牌流

入，物以稀为贵，“洋牌”或成为一种追捧、一种时尚、

一种象征，由此养成的“崇洋媚外”风气，对传统文化的

侵蚀便是与日俱来，传统工艺和文化竟也到了岌岌可危的

地步，有诸多都得不到传承和发扬，噫嚱没落，而外来设

计则不断被推崇创新。

长此以往，马太效应叠加。初中生审美逐步养成，对

美和新奇的追逐更是如此，同学间攀比，愈是加重对外盲

目推崇，对内传统更加忽视的状况，把“传统”一度当做

“俗”“土”的代名词，这极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殊不知传统文化是适应我国社会形态所凝集的智慧结

晶，顺应我国的发展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传统文

化的产物，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传统的才是经典的。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必

须以传统文化为根，以传统美德为魂。

1.2 家庭教育缺失

传统文化的传承就是人的传承，文化随着家庭的繁衍

而延续。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由此可见一斑，家庭教育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发挥重大影

响。中国大环境下大部分家庭只看成绩，而轻视了对孩子

的性格品德培养，原生家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程度

也影响着传统文化的教育程度，中国大部分家长对传统文

化等知识储备不高，对四大名著等传统文学的认知大多只

停留在各类改编的影视作品中，这就导致出现了家长文化

底蕴不高，传授传统文化有心无力的现象。没有良好的环

境和家长的以身作则，则更多依靠社会环境和教育风气来

带动孩子的成长，这对向往和学习传统文化的初中生的培

养来说是非常困难的。社会亟需正面传递传统文化的正能

量榜样，营造学雷锋式的社会风气，让传统文化的风潮熏

陶和感染每个家庭，增强家庭对传统文化的教育。

1.3 教学模式有误

当前我国教育模式还是以应试为目的，过多专注理科

的学习，无暇顾及传统文化教育。以道德熏陶和导向的语

文学习，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被轻视，似乎只被要求日常

生活交流无碍即可。数理化英因其专业上相对难度更高，

往往更受重视，但实际从学科分数来看，满分数理化英的

情况并不在少数，语文反而成了失分更严重的学科。这种

矫枉过正的学习偏向，值得令人深思。

不少人学习语文的看法仍停留在古诗词、文言文等当

中，认为语文学习很刻板，没有实际用途。事实上日常工

作生活中，语文传递的文化观念和德行更是影响着人的一

生。语文就像是打通古今的一座桥梁，让我们站在前任肩

上去拥抱世界，因此语文学习的考核应当不仅仅是针对字

词音义，而更应该理解和掌握前人行文做事的态度和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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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中语文教学如何应对教育困境
2.1 传统文化元素推广

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实际上可以迎合广大中学生的审

美，对传统文化的各类元素进行推广，如近期大热的汉服

风。从传统服饰可以延伸到当时社会的审美、经济、文化

的追溯，穿汉服，吟古诗，场景还原，像《国家宝藏》《汉

字听写大会》《汉语桥》等这类有深度的综艺节目中无形

传达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力量。作为初中语文教育者，应

当时时关注着推崇传统文化的途径与手段，组织课文演

绎、开展课外业余兴趣小组，品读四大名著等都是不错的

选择。借助新时代媒体，用这类经典的元素玩转新意，让

学生们重新认识语文，重拾语文学习的热情，建立民族信

仰与文化自信。其实能做到的远不止想到的，形成良好的

学习风气，社会凝聚头脑风暴，传统文化也能迎来春天。

新时代初中语文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递方式应有新意，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髓，善于收集新时代榜样例。今有

屠呦呦翻遍中医宝典觅得青蒿素；新丝绸之路传递求同存

异、共赢的大国风尚。这些不正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正向

案例。

2.2 开展文化教育宣传

家长孩子的影响是相互的，学校应当倡导定期开展家

庭教育宣讲，举办亲子活动，让学生为家长介绍优秀的传

统文化，将家长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纳入考核，借此逐步改

善社会传统文化的学习风气。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弘扬，更

是响应国家和党中央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曾

说：“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

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学校开展此类学习讲座中，

教育者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适当引申，强调家庭对传统文

化传承的重要性，将传统文化逐步渗透给每位家长。另外，

在节假日均可倡导和宣传所承载的传统文化风俗，释放传

统文化魅力。通过特殊节日，如端午和重阳，在讲座或课

堂上分享各地饮食习俗，均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传统文化

当时的风尚，更直观地理解和传递传统文化。

2.3 学习外邦教育模式

在外邦文化入侵的同时，可以借鉴外邦文化传承的途

径与教育方法。对外邦文化的汲取和借鉴也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文化交流应当能“引进来，走出去”，切不

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多学习邻国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

达方式也不失为一剂良药。各国都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格

局中，充分展示着自己的民族力量，而在综合实力的竞争

之中，文化的竞争将会成为未来最为基本的竞争。在这不

得不提韩国，我们不仅要看到韩国带来的韩流风潮，也同

时要看到韩国申遗“江陵端午祭”敲响的警钟，韩国不仅

能将自己的服饰文化保留传承地很好，还虎视眈眈着被我

们忽视的传统文化。许多民族风俗甚至是文字都是从中国

传出，但为何它们能发展保留地如此完整，这都是我们需

要去深思的。同时只有教育者端正态度，汲取优秀的传承

理念，才能更好地传递和渗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结 语
改革开放四十载，在不断接收他国文化的同时，我们

也承担了向外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语文是传统文化

的载体，每一次的语文教学都是在向前人致敬，而师者作

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义务人，有必要专研传统文化蕴含的深

意和保持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养成学习践行优秀传统

理念的习惯，向祖国的花骨朵们浇灌最精益的文化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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