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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析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丁桂军 

（安徽省阜阳市清河路第一小学  安徽阜阳  236000） 

 
摘要：国学经典沉淀着中华民族 深邃深挚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润滋养，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肥土，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优势，对

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化、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国学经典；小学语文；教学；渗透；策略 

 

 

小学语文是文化传承的起点，在小学语文中渗透恰当部分的
国学经典，不仅可以增强其对学生的吸引力，还可以对学生人格
的形成和完善发挥巨大的作用，更是对文化传承和发展有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因此，如何在小学语文中恰当渗透国学经典，是如
今我们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所研究的核心。 

一、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的意义 
1.渗透国学经典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国学运用 
中华文化传承五千年一直是我们的骄傲，只有将这份骄傲吸

收成为自身素质的一部分才算真正的传承。从小学开始渗透国学
经典更容易使国学成为学生的本能，进而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
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从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可以发现，对于基
础知识学生掌握得并不牢固，完整地通读一篇文章都很少有学生
能够做到。老师在教学时恰当地渗透国学经典，可以提高学生认
真上课的兴趣，学生还会在潜移默化中记住，有时候甚至能在说
话时灵活运用。因为古人描写人类生活的语言更加形象，所以能
扩展学生对事物的表达方式，能使学生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起
点。 

2.渗透国学经典有益于建立完善的人格 
随着世界的飞速发展，现代人变得更容易被现实主义所侵

蚀，甚至一些不良现象都蔓延到了小学，国家的素质教育也因此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一直重视政治教育。尽
管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表现良好，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学生
因为受语文教育而拥有健康完善的人格，国学教育则更是重中之
重。学生能在国学经典中得到对心灵和精神的洗涤，通过对经典
故事的不断理解来拓宽知识面，从而拥有正确的处世态度。少年
智则国智，使每一个学生更加聪慧是我们教育学生的必然要求。 

3.渗透国学经典有益于培养兴趣 
中华国学文化源远流长，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能量，但在当

代却处于式微状态。所幸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富裕，形势有
所改善。举办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节目，也使得众多专家学者登上
了荧屏。汉字听写和成语精通也可以光荣地登上电视，鼓舞了大
批的年轻人投入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潮中，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在
国外召开也昭示着国学的复兴。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使
国学在小学中恰当渗透，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也为推
动教育事业的进程不懈努力。 

二、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1.学有所用，提高国学经典的存在感 
学生学习时自然而然地会与自己的生活产生联想，老师要充

分运用这一想法，在对应的时间向学生传授对应的知识。例如端
午节到来的时候，老师可以提前向学生提问，收集学生不了解或
者困惑的问题，统一起来之后一起回答，有教学条件的可以搜集
一些课件或者视频，充分考虑学生的想法后建立适合的情景化教
学，使学生融入对应的情境中。还可以布置相应的作业，比如让
他们回家后向父母述说，满足孩子的表现欲，从而激发学生的学
习欲望。我们要学会灵活运用，让学生觉得学有所用。甚至一些
生活中遇到的其他适合的故事也可以在恰当的时机传授给学生，
提高国学经典的存在感，能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将知识与实际结
合起来，学有所成。 

2.熟能生巧，提高对国学经典的重复率 
小学生处于接受知识能力较弱的时期，哪怕对于一些简单的

语句，老师对学生也要不断重复讲解，循序渐进。在编写教材时
要充分发挥国学经典的优势作用，针对低年级的小学生要多用图
画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和兴趣，使学生对学习国学经典养成良好
的习惯。针对高年级的小学生则多以单元为主，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逻辑思维。老师平时可以多安排朗读和背诵的作业，使学生习
惯古人的说话方式，以便更好地学习和记忆。在课堂上组织交流
的小活动、小游戏，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使学生主动参与，提
高国学经典的重复率，能使学生乐于学习，达到 大效率。 

3.了然于胸，提高对国学经典的理解度 
小学属于启蒙教育的阶段，教材中的内容都要以小学生的经

历为基础，避免难度太大，学生难以理解而产生放弃的情绪。要
让学生明显感觉到多动动脑，一切就会变得容易，而且全部掌握
绝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予学生充分的鼓励，培养学生学到
知识的成就感。老师在讲解时应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符合学生

容易接受的方式。我们应该适当扩展学生的阅读量，帮助学生
从类似的故事中找出共性多角度理解。但一定要注意适度的原
则，避免学生出现不知所措或“狗熊掰棒子”的尴尬情境。提高
对国学经典的理解度，能使学习事半功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渗透国学教育的任务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的，但我们可以确信地是，将国学经典渗透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
教学方向是绝对正确的。教师要充分理解自己对学生的引导作
用，将国学教育的资源与现实所处的环境积极地结合起来。在不
断深入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更多样化的有效的授课方法，从而更
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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