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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精髓所在。语文课堂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学生价值观塑造、传统美德传承及增强文化自信，成为教师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问题。本文阐述初中语文教学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分析传统文化传承困境，提出把握日常教学契机、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丰富语文学习活动、巧设综合实践活动

等策略，以推动初中语文教学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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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承载着先辈们的智

慧结晶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教育中愈发凸显其重要价值。初

中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学科，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载体，更是

文化传承的桥梁。基于此，探究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初中语

文教学改革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关乎学生的全面发

展，更关系到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与发展，下文将对此展开深入

探讨。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一）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一座巍峨的宝库，蕴含着无尽的智慧

与魅力，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有着深远且积极的影响。当学生

深入接触古诗词，领略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的豪迈豁达，感受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忧国忧民，他们会惊叹于古人卓越的文学造诣和深刻的情感表

达，从而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自豪。当学生深入理解了“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豪迈壮阔，体会到“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恬淡，他们会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而自豪。通过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能深切体会到中

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明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这

种认知会在他们内心深处种下文化自信的种子，使他们在面对多

元文化冲击时，能够坚定地立足本土文化，以自信的姿态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培养道德品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犹如一盏盏明灯，在初中

语文教学中照亮学生的品德塑造之路。《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教导

学生要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培养忠诚、守信、好学的品质。在

语文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这些话语，让学生明白在生

活中要对他人忠诚，答应的事情要努力做到，对待学习要勤奋刻苦。

又如“孔融让梨”的故事，体现了谦让这一传统美德。在语文教

材中融入这样的故事，学生能直观地感受到谦让的魅力。当他们

在生活中面临利益分配时，就可能会想起孔融的行为，从而做出

更符合道德规范的选择。再如“曾子杀猪”的典故，强调了诚信

的重要性。曾子为了兑现对孩子的承诺，不惜杀掉一头猪，以此

教导孩子要诚实守信。通过学习这类故事，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接受道德观念的熏陶，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

观，为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奠定坚实的品德基础。

（三）提升语文素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促

进作用。在知识积累方面，古诗词、文言文等传统文化载体蕴含

丰富的字词、语法和修辞知识。学生诵读经典诗词，能接触到大

量古今异义词、通假字等，拓宽词汇量，如“沛公军霸上”中的“军”，

通过学习文言文了解其名词活用为动词“驻军、驻扎”的含义。

阅读理解上，传统文化作品往往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复杂的情

感表达。学生阅读《红楼梦》，需深入剖析人物形象、情节发展

和社会背景，锻炼对文本的分析、理解和感悟能力，提升文学鉴

赏水平，学会从不同角度解读作品。写作表达方面，传统文化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样的写作手法。学生借鉴古代诗词的意境营

造、借景抒情，以及古代散文的起承转合结构，能使作文更具文

采和深度。引用诗词名言，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论证观点，增强说服力。总之，优秀传统文化为学生语文素养的

提升提供了肥沃土壤，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二、初中语文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
（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

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受

到了较大冲击。当前，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成为衡量教学成果的重

要指标，这使得学校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和

应试技巧的训练，而忽视了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在这种背景下，

传统文化教育往往被边缘化。教师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

绩，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字词、语法、阅读理解技巧以及

写作模板等方面的教学上。对于教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内容，只

是简单地讲解，未能深入挖掘其内涵和价值。长此以往，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认知仅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领略其魅力，更难以将

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素养，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学生兴趣缺乏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初中生的兴趣

爱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上丰富多样的娱乐内容，如短视频、

网络游戏等，以其即时性、趣味性和互动性，吸引了学生大量的

时间和注意力。相比之下，传统文化显得较为晦涩难懂，难以迅

速抓住学生的眼球。传统文化往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复杂的

内涵，对于生活经验相对匮乏的初中生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

而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照本

宣科，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在

讲解古诗词时，只是单纯地逐字逐句翻译，没有引导学生体会诗

词的意境和情感，使得学生觉得传统文化枯燥乏味，从而对其兴

趣缺乏。

（三）教育模式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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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部分初中语文教师的教学模式仍深受应试教育思维的

束缚，过于注重考试要点的传授，以帮助学生在考试中获取高分

作为主要教学目标。在课堂上，教师往往将重点放在对知识点的

死记硬背和解题技巧的训练上，忽视了对学生兴趣和主动性的培

养。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缺乏课内外教育的有机结合。课堂上，

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探索和思考的机会，难以真正理

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而在课外，教师未能引导学生开展丰

富多样的实践活动，使学生无法将课堂所学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无法深入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样的语文学习活动，使得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仅仅停留在表面，难以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之情，更无法让他们真正掌握传统文化的真谛，不利于传统

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有效传承。

三、初中语文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
（一）把握日常教学契机，弘扬传统文化美德

语文教材不仅收录大量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还蕴藏着丰富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教师应增强传统文化教育意识，抓住日

常课堂教学活动契机，在开展阅读、字词和写作教学的过程中，

注重挖掘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站在文化角度拓展优秀传统文

化知识，有意识地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体会经典文

学作品的人格美、风格美和思想美等。在具体课堂教学活动中，

教师应善于从课本知识延伸出传统文化内涵，引导学生理解传统

文化意义。以《出师表》为例，这篇课文不仅是诸葛亮对后主刘

禅的恳切劝诫，更是古代臣子忠诚与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教师

在讲解时，可深入剖析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根

源，追溯古代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

让学生明白这种忠诚与担当是传统文化中为人臣子的重要品德。

又如《木兰诗》，教师不能仅停留在讲述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

而要挖掘其背后的古代女性形象与传统家庭观念。木兰打破了“女

子不如男”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坚韧、勇敢的品质，同时她替父

从军也是对“孝”这一传统美德的践行。通过这样深入挖掘教材

内涵，能让学生在学习课文的同时，深刻领悟传统文化的丰富意义，

感受到传统文化与课本知识紧密相连。

（二）创新语文教学方法，趣味体验传统文化

学生兴趣的激发是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起点，教师应综合考

虑学生学习特点、兴趣爱好、年龄特征等因素，采用多样化的教

学方法，运用角色扮演、情景模拟、项目学习等方式，创设中华

传统文化的体验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其从感性角度领略

和体验文化内涵，沉浸式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具体而言，教

师可采用多种灵活教学方法，让学生成为课堂主导，从而激发他

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以《晏子使楚》为例，教师可以组织学

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晏子、楚王以及楚国的大臣等

角色，通过模仿古人的言行举止，深入体会故事中人物的智慧与

情感。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可采用项目学习法，设计古代礼仪知

识项目任务，让学生调查晏子所处的时代、晏子对礼仪的观点，

并体验古人行礼方式。如此，学生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课文内容，

还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穿越时空，亲身经历那段历史。

在学习《论语》中的篇章时，教师可以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我们今天的学习有哪些

启示？”然后将学生分成小组，扮演孔子和他的学生，联系生活

经验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论。这种方式激发了学生主动思考

和探索的欲望，让他们在交流中将传统文化内容转化为个人学习

和成长的指导思想，体验传统文化的智慧。通过这些创新教学方法，

课堂氛围更加活跃，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

趣也大大提高。

（三）丰富语文学习项目，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古诗词与经典名著承载着传统文化与精神。教师应运用信息

化教学手段，营造传统文化教育氛围，将传统文化贯穿语文课堂

与课外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情感，拓展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

学中的传承路径。在学习古诗词时，以李白的《将进酒》为例，

教师可运用信息化手段，搜集唐朝诗歌流派、社会风貌和饮酒文

化方面的资源，创设“体验唐朝文人的一天”学习情境，通过介

绍唐朝文人饮酒赋诗的雅趣，让学生明白饮酒在传统文化中不仅

是一种生活方式，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的拓展教学，

能让学生构建起更完整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拓宽视野，提升对

传统文化的认知深度。以围绕名著阅读为主题设计项目式学习活

动，能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探究传统文化。在阅读《红楼梦》时，

可以设计“走进贾府——探寻古代贵族生活”的项目。在实施项

目过程中，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采访等方式，深入了

解《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古代贵族生活，包括礼仪制度、饮食文

化、服饰文化等。学生可以将自己对贾府礼仪文化的了解，绘制

成思维导图或手抄报。在课堂展示过程中，学生相互交流和探究，

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四）开展综合实践活动，促进传统文化教育

开展特色活动开展丰富多样的特色课外活动，能为学生提供

更广阔的传统文化学习平台。教师可每周开展国学知识分享会，

提前确定分享主题，如“古代哲学思想”“传统节日文化”“二十四

节气”等，让学生分组进行资料收集与整理。在分享会上，各小

组派代表上台，用演讲、故事讲述等形式分享自己对国学知识的

理解与感悟。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表达能力，还能让

他们在交流中拓宽国学知识面。诗词朗诵比赛同样能激发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教师先在班级内宣传发动，让学生自主选择经

典诗词进行准备。比赛过程中，学生通过富有感情的朗诵，将诗

词的韵律美和意境美展现出来。同时，设置评委点评环节，从朗

诵技巧、对诗词理解等方面进行指导。这样的活动，能让学生在

朗诵中深入体会诗词内涵，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他们对诗

词学习的热情，促进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过这些活动，

学生能直观感受到传统文化在本地的具体体现，认识到传统文化

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从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

加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语文不仅承载着文字符号，更传递着民族的精神

内涵与智慧结晶，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语文

教学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同时在教学过

程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要通过把握日常教学契机、丰富语文学习项目、运用信

息化手段、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等方式，将传统文化巧妙融入课堂，

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传统文

化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肩负起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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