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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浸润  因“文”制宜：初中语文课堂中文化自信
核心素养培塑路径

何晓晴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多元文化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席卷，在各种文化浪潮的影响下，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因此，有必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初中语文是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

能够帮助他们顺利地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道德品质和综合能力，使他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和建

设者。对此，本文就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课堂中的渗透策略进行简要分析，希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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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我国 5000 年历史发展的缩影，将中华民族的精神

文化以及民族风貌反映出来，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仅

体现在“琴棋书画，四书五经”，更为重要的是将民族精神融入

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将“会当凌绝顶”的抱负、“要留清白在

人间”的情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奉献 ... 深深烙印在国

人的灵魂深处。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对初

中学生思想，观念以及认知的树立具有重要的作用。而那些经典

语文内容正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在《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22 年版）》中也提出要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对此，

初中语文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语文媒介作用，根据教学内容和具体

学情，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给学生们，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不断

地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从而为他们未来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一、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学的意义

（一）传承中华文化，延续民族精神血脉

文化自信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语文教

学的重要内容，更是语文教学育人的首要目的。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提出“我们要培养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在 2018 年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

来发展的根本”。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为了

铸造民族的“根”和“魂”，使传统文化渗透到中学生的血脉之中，

使他们发展成为时代新青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中学课

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强调在中学中开展传统文

化教学，向学生渗透传统文化是培养中学生文化自信，落实培根

铸魂的教育目标，是筑牢文化自信、价值自信的根基，是增强文

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二）提升语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随着素质教育制度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核心素养逐渐

成为课程改革以及教学优化的重要教学目标以及内容。让学生接

受语文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培养他们的“语文素养”，它指的

就是具备符合时代需要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及最基本的语文方面

的文学常识以及人格修养。对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范围已经有了明

确的规范：文化传承与理解、审美鉴赏与创造、思维发展与品质

以及语言构建与运用这四个方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学生在语

文素质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自身文化的积淀。文化上的积累将成为

提升语文素养的重要内容。语文作为我国的母语教育，具备深厚

的意蕴，同时，这种意蕴正好也是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因此，

语文学科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非常地紧密，承担着重要的“弘

扬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

（三）提升育人实效，塑造高尚品格

教育的意义就是通过一定的形式，使社会中成员具备一定的

文化，并且了解、认识到社会中的秩序、规则，在规则、秩序中

提升自身的能力，完善自我认知。语文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以时间为线索，探究中华历史前行的

动力与轨迹；以历史为背景，感受传统文化的价值；以人物为焦点，

探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感受来自道德、

品质的力量，这对于仍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来说是非常具有现

实意义的。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优化人类的生命质量。回顾世界各

国的历史以及文明，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

它对人民的滋养和教化一直都在默默地进行，在精神上抚慰人们

的心灵，在行为上指导人们的行动。一个优秀的人，除了它具备

良好的生存技能、专业能力之外，还要具备其他方面，比如说高

尚的道德品质、向上的生活态度、高洁的人格操守等，这些都是

一个优秀的人所必须具备的。

二、初中语文教学培塑文化自信核心素养的路径

（一）依托经典诵读，深挖传统文化

空喊口号，往往不如脚踏实地地做事来得真切，在初中语文

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必须求真务实。对此，

教师可以以教材为立足点，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挖掘，提炼其中

的传统文化因子，并且将其进行有效梳理。把握适当的渗透时机，

方法要“活”，时机要“秒”，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深刻感受到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韵

味。例如，在学习《孟子三章》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从孟子

思想的核心观点出发，引导学生探讨孟子关于仁爱、正义、道德

等方面的论述，并结合现实生活实例，让学生深入理解孟子的道

德哲学。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拓展延伸，介绍孟子的生平事迹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孟子及其思想。此外，

教师还可以对《论语十二章》进行引入，对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

进行分析和总结，之后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谈谈对孔子

教育理念的认识和感悟，使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提高自

身的教育素养。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组织课外活动，如书法比赛、

古诗朗诵、传统文化知识竞赛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在这些活动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提高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充分展现

自己的才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二）采取任务驱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一种创新性教学方法，它在初中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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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运用能够有效改善枯燥、乏味的教学氛围，为学生营造一种“学

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全部参与其中，从而有效提

升教学效果，使他们在语文教学中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知

识，提升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例如，在学习《望岳》时，教

师可以向学生布置一些学习任务，比如说，任务一：学习和了解

杜甫的生平；任务二：《杜甫诗三首·望岳》主要表达了作者什

么情感；任务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望岳》皆是杜甫的作品，

通过分析和解读三首古诗，简要评价一下作者。之后，教师可以

让学生以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进行学习和探究，教师在此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了解各个学习小组的工作进展，并且对

有问题的小组提供一定的引导和支持，维护课堂纪律。在学生讨

论完毕之后，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教师再逐一对各个学习小组

以及学生表现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需要教师注意的是，要注

重评价方式和评价技巧，不仅需要对评价结果进行评价，还需要

对评价过程进行评价。此外，还需要将评价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三）创设教学情境，提升教学效果

1. 创设信息情境，丰富传统认知

在大力发展信息化教育的今天，初中语文教师为了更好地创

设传统文化氛围，促进初中学生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知识，提升

他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教师可以运用相关的信息技

术手段，通过这样的方式，创设传统文化情境。例如，教师可以

在教学过程中，将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根据学生的情况，

制作相关的教学课件，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将相关的教学课件通

过多媒体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们，给他们营造一种视觉、听觉上体

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深化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再如，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软件，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制作一些趣味性、人文性强的文章，通过新媒体

软件向学生们推送，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新媒体软件，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拓展优秀传统文化渗透的渠道，提升渗透

效果，同时还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好奇心，提升语文教学效果，

促进他们语文素养的提升。

2. 创设生活情境，感受传统魅力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为了更好地将传统文化知识潜移默化地

渗透到语文教学之中，对他们进行德育教育，教师可以创设生活

情境，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学习课文内容，

使他们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帮助他们塑造优秀的品质。例如，

在学习《愚公移山》文章时，教师可以对文章进行深入分析。初

中学生正处在学习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继承和弘扬愚公精神对于

他们的未来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从文章中学习愚公坚韧不屈、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担当，使学

生领略故事魅力，体会传统文化精髓，激发对民族精神的敬仰。

教师还可以将课文与当前生活进行联系。毛相林被称为当代“愚

公”，他所居住的下庄村四周都是悬崖绝壁，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任村委会主任的他，为了让下一辈

过上好日子，带领全村居民凿出了绝壁天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

传统文化植入学生们的心中，从而使学生们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培养具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的新一代青年。

（四）开展传统文化活动，激发学习兴趣

在实际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教学方式比较陈旧，教学

固化、过程无趣，限制他们学习兴趣的提升，同时也无法更好地

体现出传统文化在思政教学中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在实际

的思政教学中，语文教师要积极地对自身的教育观念进行调整，

对自己的教学方案进行复盘，在教学过程中加入传统文化活动，

让他们在学习语文知识时充满兴趣。例如，在平常的教育中，要

多接触和多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认真阅读相关的书籍，做好传统

文化教育的奠基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

养。教师也可以组织和举办传统文化活动，比如说中秋节猜灯谜、

举办辩论大赛、古诗鉴赏等活动，并且邀请家长一起了解学习传

统文化，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

和积极性，同时也能很好地带动家长，更好地实现家校共育，全

面提升学生们的综合能力。

（五）构建网络平台，拓宽宣传途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每个初中学生的学

习、生活中。除了在课堂教学之中运用现代技术之外，教师还可

以利用网络技术的优势，为学生搭建一个传统文化网络宣传平台，

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向学生随时随地传授文化知识，而且

还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能够有效拓宽传统优秀文化教育的渠道，

让学生能够从多种宣传途径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使其逐

渐形成良好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教师可以利用零散时间，结合

学生兴趣，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抖音等平台，为学生推动

一些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趣味视频、图片、故事等，用学生喜欢、

易于接受的方式，提升传统文化教育效果。

（六）创建文化环境，营造育人氛围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教师要充分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要

重视对文化环境的建设，这样方可有效提升文化教育的实际效果。

校园是初中学生日常学习和娱乐的主要场所，为了有效渗透传统

文化，学校有必要对其进行优化和升级，构建一个充满人文气息

和传统文化的校园环境，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

中接受传统优秀文化熏陶，从而逐渐养成更为高尚的人格品质、

理想追求。例如，学校可结合本校资金情况，打造一些人文性较

强的景观建筑，比如亭台楼阁、楹联牌匾或者文化石碑等，这样

可以让学生在课余时间，欣赏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学校景观，帮

助其形成良好的文化审美能力。此外，学校还要善于借助外部力

量，与当地的博物馆、艺术馆进行合作，带领学生从校园步入社会，

从生活走向文化，通过在艺术馆、博物馆参观优秀的文化作品，

对传统文化内涵产生更深理解。

四、结语

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对于学生来讲百利而

无一害，不仅可以强化他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作用的认知，

帮助他们构建正确的观念和价值，同时还能通过指引和帮助，让

他们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此，语文教师有必要通

过多种方式和手段，将传统文化渗透到语文教学之中，以此为学

生的未来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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