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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的策略
于东海

四川省南部县柳驿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四川　南部　637300

摘　要：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精髓，包络着思想道德修养、文化内涵等等，是我们国民应该传扬的

传统文化。小学是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建立的阶段，也是最容易塑造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学习国学经典，有

助于强化学生本身的观念认知，提升学生的文化涵养。目前，我国已经掀起了国学热，教育部也将国学经典融入

小学教育体系中，小学语文作为基础性学科，是渗透国学经典的最佳途径。作为教师应顺兴时代发展需求，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有效地渗透国学经典，推动学生全面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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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的精华，是传统文化

的结晶。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对培养

学生的独立人格，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重要

作用。那么，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经

典呢？

1　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遵循的原则

（1）轻松性

所谓轻松性，即在学生诵读或学习国学经典时

是无障碍的，无压力的。如果让学生在较大的压力

下学习国学经典，往往会使得教学与我们的目的适

得其反。因此，在选择国学素材时，教师需要结合

本班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和掌握本班学生情况，精

挑细选所要教授的国学内容。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比

较轻松的氛围下学习国学经典。这样才能逐渐培养

学生对国学的兴趣，慢慢养成热爱国学的习惯，为

自身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进而为更深层次的国学

研究奠定基础，为国学经典的发展储备和培育人才。

（2）生动性

在国学经典的教授过程中，我们应当着重地发

掘其生动形象的一面，改变以往国学给人博大精深、

晦涩难懂的形象。因此，要避免枯燥乏味的讲解和

死记硬背的教授，也要避免毫无新意的口耳相传。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引导学生观看制作精

良的视频素材，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或收听音

频素材，比如诗词朗诵。从而使学生了解国学经典

有趣的一面，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教师可以结合生活经验，为学生展示国

学经典，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国学经典的学习

之中，从而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进而使学生获得

全面健康的发展。

（3）差异性

在教授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学生对国学了解

程度差异的问题，也要考虑学生对国学的吸收差异

和思维差异的问题，更要注意在学习国学一段时间

后彼此的差异问题。因此，要求教师在进行国学经

典教学时要注重对差异性的兼顾，根据学生的实际

情况，为每个学生制订适合其发展的学习方法。在

国学经典的学习过程中，不断鼓励和诱导学生坚持

学习。逐步培养学生对学习国学经典的信心，尊重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个性，从而培养学生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　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方法

（1）在识字教学中渗透

a. 丰富识字教学形式。

如果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仅仅将国学经典

生硬地引入进来，就很难让学生做到充分的理解，

同时也会让课堂变得非常枯燥，所以，教师要使用

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开展课堂教学。从心理学上讲，

小学生因为年龄较小，他们往往对声音、色彩、形

象有非常高的兴趣，特别是那些动态的事物，很容

易让学生的注意力得到集中。

例如，在对“儿”“回”“小”“大”“少”等基

础汉字进行学习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将老人回

家乡的视频播放给学生看，并将《回乡偶书》这一

首古诗附到上面，基于此来引导学生学习基础汉字，

之后在进行书写，比赛谁写的更快更准确。接着教

教育科研



2019　01　教育科研2

师讲解故事里面所包含的字词，有一点要注意，教

师进行讲解时一定要有所侧重，重点讲解基础字词。

通过上面的流程可以发现，如此教学方式非常符合

小学生的心理特征需要，可以使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得到调动，并让生字和事物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同

时也让学生的识字和写字能力得到加强。

b. 借助游戏教学模式。

通过游戏教学能够很好的帮助学生进行识字和

写字学习，第一，游戏教学和学生的心理特点相符，

可以让他们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得到调动；第二，

因为学生无法持久地保持自己的注意力，教师进行

提问时，学生可能会感到紧张，通过游戏教学则可

以让学生的紧张情绪得到缓解，让他们将注意力集

中到课堂学习中来。同时根据教学内容，教师可以

通过多样的形式活动来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例 如， 在 完 成《 赠 汪 伦 》 这 一 课 的

教 学 之 后， 教 师 可 以 利 用 一 张 纸 遮 住

“白”“行”“上”“水”“尺”“我”，接着让学生将对

应的汉字填进去，谁最先正确地完成谁就获胜。比

赛结束后发现，有些汉字具有非常高的出错率，教

师基于此可以单独拿出该字，组织学生开展“笔画

接力”的游戏，对学生进行分组，让他们以小组为

单位来进行比赛。在最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对整首

古诗进行诵读，让他们的印象得到加深。

（2）在阅读教学中渗透

语文教材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名言警句和古诗

词诵读，这些作品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人

文科学方面的知识，有的是对风景进行描写的，有

的是对品格情操进行歌颂的。古诗词在用词方面往

往非常讲究，让人读起来非常押韵，能够使读者受

到心灵上的启迪，并可以熏陶他们的情感。所以，

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要让学生进行大量的诵读，

对古诗的美好进行感受。

例如，在北师大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积累应用”

板块里，收录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

人。若使年华虚度过，到老空留后悔心……书到用

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内容。对诸如此类

的经典语句进行学习和感悟，能够让学生进行更好

的学习，并且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有利的。通

过古诗词能够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传承教育。所以，

教师在开展语文课堂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反复诵读

国学经典内容，通过诵读来进行感受，在国学经典

的熏陶之下领略到友情、亲情的美好。由此可知，

通过教材里面所包含的经典语句和古诗词，能够很

好的让学生接受到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所以，教师

在课堂让要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诵读，在读中进行

感觉，从而使他们的个人素养得到提升。

（3）在拓展教学中渗透

语文这门学科具有非常强的人文性和工具性，

《语文课程标准》特别强调拓展性教学。教师在开展

语文教学时，要基于文本主题对国学经典相关知识

进行挖掘，并基于此来进行渗透，不但能够让学生

更深入的理解课文内容，还能够让国学经典在我国

得到发扬。

例如，《妈妈的爱》是一首儿童诗，这一首诗以

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妈妈对自己的爱。教师在开展课

堂教学时，就可以基于此来进行拓展，将《三字经》

里面的一些内容引入进来：“昔孟母，择邻处，子不

学，断机杼。”这属于《三字经》里面非常经典的

句子，学生对其都非常熟悉，它描写的是孟子的母

亲为孩子的学习而多次搬家的故事。母亲都有一颗

爱孩子的心，和孟子的母亲一样，孟郊的母亲也是

如此，孟郊的“报得三春晖”与《三字经》里面的

该名句都被后人所传唱，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三字

经》中还包含了很多其他反映做人道理的句子，教

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这些内容引入进来，这样可

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展开更高效

的学习。语文教材里面，还包含了大量和历史名人

相关的故事，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可以

基于历史故事，并结合国学经典来让学生学习做人

的道理。

3　总结

语文教师要将国学经典发扬光大。教师在开展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时，可以基于国学经典诵读，来

让学生成为一个高尚的、有追求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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