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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传统文化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有效实践
韦　丹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教师要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而教师

职业素养的提升，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强调了基于传统文化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性，指出这不仅有助

于教师个人发展，也对学生的全面成长产生积极影响，分析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难点，并突出了相应的对策。

旨在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关于如何利用传统文化提升教师素养的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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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教师作为知识传播和

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职业素养的提升显得尤为关键。特别

是在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教师的角色更加凸显。传统文

化不仅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教师通过学习和深入理解传统文化，不仅可以丰富自

身的文化素质，还能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地引导学生认识和尊重

传统文化，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将传统文化融入教学

实践，不仅可以提升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还能增强学

生的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探索以学习传统文化为手段来提

升教师职业素养的有效路径，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教育工作具有

重要意义。

一、基于传统文化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作为一国文明的根脉与精髓，不仅蕴含了丰富的

历史、艺术、哲学与道德思想，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价值与社会

意义。对教师而言，深入理解并传承这些文化精华，对于其职业

素养的提升至关重要。传统文化的学习能够拓宽教师的知识视野，

增强其文化自觉和历史使命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教

师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从而在教学过程中

更好地引导学生理解文化多样性，培养其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传统文化的融入，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策略与方法。例如，利

用传统艺术、文学作品作为教学素材，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有助于提升审美能力与创造力。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如诚信、

尊重、勤奋等，对于塑造学生的品格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师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能够更有效地将这些价值观念融入教

学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难点

（一）教师对传统文化理解的局限性

在深入探索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实践中，教师

对传统文化理解的局限性显现为一个核心难点。这一局限性主要

体现在对传统文化深度和广度的认识不足，导致在教学实践中难

以有效融入传统文化元素，进而影响到教育质量和学生的文化素

养培养。许多教师在传统文化的知识掌握上存在明显的欠缺，这

不仅包括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更涉及对这些知识背

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理解。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使得教师在传

递传统文化时往往停留在表面层次，难以触及其深层次的内涵和

精髓。由于教育体系和教师培训机制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视不足，

导致教师在专业成长过程中缺乏系统性的传统文化教育，从而形

成了对传统文化理解的局限。这种局限性不仅影响教师自身的职

业素养发展，也间接制约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进一

步影响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地位的模糊性

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地位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教育体系对传

统文化的定位不明确，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明确指导和规划。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虽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但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和课程设置中，传统文化往往被边缘化，没有

形成系统的教育内容和教学体系。这种情况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和方法来有效地融入传统文化教育。同

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教育政策和指导，学校和教师在传统文化教

育的实施上缺乏足够的支持和资源，使得传统文化教育难以深入

人心。由于传统文化地位的模糊性，教师在传授传统文化时往往

缺乏信心和动力，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文化在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化。

这种模糊性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也限制了教

师职业素养的全面提升。

（三）教学内容与方法适应性的挑战

在以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实践中，教学内容与

方法适应性的挑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挑战主要表现在

教学内容与现代教育环境之间的不匹配，以及教学方法与学生接

受能力之间的脱节。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往往深奥且与现代生活

有一定距离，导致其在现代教学环境中难以与学生的实际经验和

认知水平相融合。这种不匹配使得教学内容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

和参与，进而影响教学效果。现有的教学方法在传达传统文化知

识时可能显得过于僵化或传统，不符合当代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思

维方式。这种方法上的不适应性，使得教师难以有效地传授传统

文化知识，学生也难以从教学活动中获得深刻的理解和体验。教

师在传统文化教学中的专业能力也面临挑战，特别是在如何将传

统文化内容与现代教育理念、技术相结合的问题上。这些问题的

存在严重影响了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效性和教师职业素养的提升。

（四）学生对传统文化兴趣的缺乏问题

学生对传统文化兴趣的缺乏，是在以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教师

职业素养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的影响深远，不仅限

制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也影响了教师职业素养提升的效果。

具体表现在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缺乏积极性，对相关课程

和活动不感兴趣。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学生

的注意力和兴趣更加分散，传统文化在其中难以占据重要位置。

传统文化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内容呈现上可能缺乏吸引

力和时代感，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感。学生个人背景、成

长环境对其兴趣形成也有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导致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接受度和兴趣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对传统文化兴趣的缺

乏不仅是教育教学面临的挑战，也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环境和教

育策略的不足，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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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有效对策

（一）加深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

在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有效对策中，

具体措施应当围绕深化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展开。教育

部门应组织专业化的培训和研讨活动，深入传授传统文化的历史

渊源、哲学思想、文艺精华等方面知识，例如，举办古典文学解

读讲座、历史文化专题研讨会等。同时，应引入文化学者和专家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指导，以提高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深度。

应推广教师参与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如书法、国画、传统音乐等

艺术形式的学习和体验，通过亲身实践加深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理

解和感悟。鼓励教师参与地方特色文化的考察学习，如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调研，以增强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应加强教师在

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鼓励教师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

代教学，比如设计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跨学科课程，将传统节日、

习俗、传说故事等融入语文、历史、艺术等学科的教学中。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数字化教学资源、网络课堂等，使传统文

化教学更加生动、互动。应加强对教师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培训教师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有效传播和阐释传统文化，提高

其国际交流能力。

（二）明确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角色定位

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智慧与精神的结晶，对于培养具有深厚

文化底蕴的教师队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职业素养的提升

应着眼于对传统文化价值观、伦理道德及思维方式的深入理解与

内化，这不仅涉及对古典文学、历史哲学的广泛涉猎，更包括对

传统艺术、礼仪、宗教等多元文化元素的综合掌握。教师应成为

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积极推动者，这要求其不仅仅是传统知识

的传授者，更是文化价值的实践者和创新者，能够在教学实践中

融合传统与现代，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应

与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紧密结合，通过制定综合性的培训计划，

强化教师在传统文化知识、教学方法和文化实践方面的能力提升。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组织丰富的文

化实践活动、开展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项目等方式，让教师在亲身

体验和实际操作中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教育行政部

门应加大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配置

等手段，为传统文化在教育领域中的深入融合和广泛传播提供坚

实的保障。这不仅包括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还涉及

对教师在传统文化教育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成果的认可与奖励，从

而形成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良好氛围。最终，

通过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地提升教师的职业素养，让传统文化在

当代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根基的

新时代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三）创新教学内容与适应方法

在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有效对策中，

创新教学内容与适应方法的探索显得尤为关键。教学内容的创新

应以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为出发点，结合现代教育理念，

重新构建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课程体系。这包括但不限于将传统

文化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社会发展趋势相结合，创造性地设计

课程模块，如将国学经典与现代心理学、伦理学相结合，深化学

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应用。教学方法的创新则要求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例如利用项目式学习、情境模拟、

协作探究等现代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探索欲

望。同时，应运用信息化教学工具，如数字化资源、虚拟现实技术等，

使传统文化教学更加生动、直观，增强学生的沉浸式学习体验。

在教学评价体系上，创新亦是关键，应建立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

评价机制，重视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深度理解与实际应用能力

的培养，而非单一的知识记忆。教师自身也应不断更新自身的专

业知识结构，通过参与专业培训、学术研讨等方式，提高自身在

传统文化教学方面的专业能力和创新思维。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教师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支持。

（四）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认知

在提升教师职业素养的过程中，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策

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认

知尤为关键。教育者需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情

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将传统文化的知识与现代教学相结合，以

生动、具象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的魅力。例如，通过戏剧表演形

式展现古典文学作品，不仅能增强学生对文化的感性认知，还能

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兴趣。教师应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历

史、哲学、伦理等多方面的知识，通过跨学科教学策略，实现对

学生全方位的文化教育。例如，结合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对传统

节日的起源、发展进行深入探究，可以使学生从多角度理解传统

文化的内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数字博物馆、虚拟现实等，

使学生能够在沉浸式环境中体验传统文化，从而提高其对传统文

化的认知度和兴趣度。教育者应构建校园文化氛围，举办传统文

化节、书法比赛、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使传统文化成为学生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传

统文化的精髓，还能促进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教师需与

家长、社区等多方协作，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

联动机制，共同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认知。

四、结语

融入传统文化以提升教师职业素养，对于塑造具有深厚文化

认知和专业能力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这不仅激发了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也全面提高了教师自身的文化和教学水平。这种做

法对于促进教育的全面发展、加深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构建和

谐社会具有深远影响。面向未来，教育者需深入挖掘和创新传统

文化的教育应用，助力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才，推动教育事

业的持续进步。

参考文献：

[1]	张后安 . 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提升策略举隅 [J]. 吉林省教育

学院学报，2022，38（9）：28-31.

[2]	 王辉 . 谈以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教师素养 [J]. 当代工人，

2023（15）：47-48.

[3]	潘云成 .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

养的路径研究 [J]. 高教学刊，2022，8（2）：193-196.

[4]	何婵娟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中师范生教师职业素养提

升对策探讨 [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3，29（2）：41-45，

72.

[5]	聂金波 . 读练结合，全方位提升语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J].

魅力中国，2020（26）：92.

作者简介：韦丹（1973.5-），女，贵州人，副教授，在职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传统文化、教师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