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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文是小学教学中非常重要的课程，通过语文课堂的教学不仅能起到对学生进行知识启蒙的作用，而且通

过语文教学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在小学语文教育中不仅仅应该传授给学生基础的语文知识，而且还

需要通过语文教学使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中包含着许多传统文化的精髓，这

不仅是我国千百年来精神财富，更是我国非常灿烂的文化瑰宝。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教师往往更加关注

对基础知识的教学，而忽略了在教学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下文先是讨论了在我国小学语文教育中开展传

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并给出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传承的方法和措施，期待能够有效推进我

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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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普及，学生通过网

络了解了更多的速食文化，导致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发展中

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如小学生通过电视以及网络对很多西

方的动漫人物更加熟悉和喜爱，但是对以国家传统文化为

原型的动漫人物却知之甚少，严重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化的

发扬。因此，我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应该在传统文化的发展

和继承中发挥作用，通过语文教学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深

厚的底蕴以及丰富的内涵，让我国传统文化也能在小学的

教育中发挥作用，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学生思想道德水

准能够不断提高。 

1  我国小学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语文就是对我国汉语知识的学习，而汉语是由我国人

民千百年来的智慧发展而来的。小学的语文课本中不仅包

含着基础的语言文字的知识，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

知识，这些内容都是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发展而来的，优

秀的传统文化知识通常都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例如，教会

学生在生活中要谦让、懂得尊重师长、具有强烈的民族自

豪感等，这些都是学生在人生成长阶段需要学习的重要品

质[1]。通过小学的语文课程学习不仅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不

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境遇、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情感，

让学生学会作者的写方法和技巧，还有就是要通过语文教

学让学生懂得传统文化内容的内涵。通过语文学习充分掌

握国家的传统文化内容，不断丰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知

识储备，另外，使学生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掌握其中的内涵，

使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知识的熏陶，培养其良好的思想意

识，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品格和思想。让学生在传统文化

的氛围中不断成长和发展，智慧与优秀品质兼具，同时使

得我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 

2  通过小学语文教育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 

2.1  在语文教育中建立培养核心素养的理念 
新的教育理念要求语文教育中必须将提升学生的语

文素养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贯彻培养学生语文核

心素养的进程中建立人文素养为核心的教学理念是非常

关键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将传统文化的教学

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以课本知识为载体，挖掘

课文中包含的传统的思想文化内容，教师通过正确的引导

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力，使学生在感受传统文化的

氛围中不断受到感染和熏陶，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使

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不断提高。 
例如，教师在开展小学古诗《回乡偶书》的教学中，

在带领学生学习古诗中的生字的基础上让学生有感情的

朗读古诗，感受古诗中所表达的诗人在离别家乡之后回来

的一种难过又喜悦的心情。教师在对古诗的解读中不要只

停留在表面的内容和含义上，要从诗歌的背景出发，作者

贺知章从三十来岁就离别家乡在外为官，直到八十多岁才

荣归故里，经历了近五十多年才回到家乡，让学生在知道

诗歌文化的基础上再去感受诗人内心的对于家乡的特殊

感情。通过对文化的渗透和内容的掌握使学生深入感受到

诗人对于家乡深深的情谊，从而激发学生对于家乡的喜

爱。这种文化的交融和情感的传递使学生真正领悟的传统

文化的内涵。 
2.2  朗读文化经典，感受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不仅是我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而且是我国发

展过程中的文化瑰宝，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仅是传

统文化内容的继承和发扬，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

继承和发扬[2]。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通过课程内容让学

生真正掌握传统文化所传递的精神内涵，让学生真正感受

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对传统文化知识教学的过程中，诵读

是帮助学生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的非常有效的方式，

而且通过诵读也能使学生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所传达的

美感。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内容繁多，教师

在教学中要有方法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学习，从学生

的认知水平出发，为学生布置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诵读的

任务，使学生在反复诵读中领悟其中的要义，并起到对学

生进行思想熏陶的目的。 
例如，教师在教授学生学习二年级的古诗《游子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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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在教育中带领学生理解诗中的生字的含义后，让

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古诗中表达的母亲对孩子的

慈爱和儿子对母亲的真挚感情。在学生朗读并感受其中的

含义的基础上，教师再对古诗中表达的具体含义和场景进

行解读，让学生想象母亲在儿子外出前，在油灯下为孩子

缝制衣服的感人场景，让学生在这种故事场景中深刻感受

的母爱的伟大[3]。在学生深刻掌握了古诗意义后老师可以

让学生通过反复诵读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并记忆古诗内容，

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所表达出

的浓浓的母爱。 
2.3  通过同异对比，真正掌握传统文化的特点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般都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或

者是从情感上，或者是从哲理上，都会让学生从传统文化

的熏陶中掌握一定的知识和道理。小学时期的学生年龄普

遍偏小，心智发育尚不成熟，而且没有真正的人生体验，

因此在理解传统文化所表达的情感和道理方面具有一定

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和

生理特点进行分析，以课本的知识内容作为载体，在教学

中通过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和背景下作者的不同情感，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内容中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 
例如，教师在进行小学的古诗《示儿》的教学时，可以

在正式教学前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借助视频的方式引出

爱国的主题以及对我国悠久历史和在历史文化背景下无数

仁人志士牺牲奉献的精神，让学生充分沉浸在感受国家情怀

的氛围中。接着教师引出本节课学习的内容《示儿》，引出

我国伟大的诗人陆游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牵挂着国家，使学

生充分感悟不同文化背景下共同的爱国精神与爱国情怀，由

此也可以引申到当代人们的爱国精神的体现，让学生在古今

对比中将这种爱国精神真正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修养，使得传

统文化在对学生思想修养提高方面发挥优势。 
2.4  在汉字教学中分解汉字结构，感悟传统文化

的真谛 
在小学阶段汉字是语文教育的重点，同时汉字也是我

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汉字是世界上仅存的意形

文字。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根据汉字的结构以及其演变过

程，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汉字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追

溯汉字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感悟到我国传统文化所散发的

独特的魅力。 
例如，教师在分析汉字“纸”的偏旁是绞丝旁，也就

是“丝”，揭示了我国古代最早造纸是使用的丝麻纤维，

另外表示颜色的字很多也都是以“丝”作为偏旁部首，比

如我们常见的颜色“红、绿、紫”等，都是使用丝字旁，

说明我国古代的丝织业和染织业发展的都比较好。还有教

师在分解汉字“休”与“炎”的结构时，可以将“休”解

释为人依靠在在木头上休息，而“炎”表示炎热的意思，

能够解释为两个“火”叠起来可以挥发出很多的热量，所

以用来表示非常热的含义。通过对汉字的拆解让学生充分

感悟到我国古人的智慧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5  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呈现出更加生动的传

统文化内容 
多媒体现在已经广泛应用在我国的教育中，小学语文

教师在教学中为了加强对学生传统文化的渗透可以借助

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将传统文化生动地呈现在课堂中，通

过感官的刺激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教材内容中所呈现的丰

富的文化内涵。让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深意和情感能够充分

展现出来，使学生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真正融入其中。多

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使可能的内容更加丰富，也能够将课

堂的内容以一种更加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方式对于

理解能力还不是很强的小学生来说是非常适用的，通过感

官的刺激能够有效激发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于

所传达的思想内容的深刻感受。 
例如，教师在开展小学的寓言故事《揠苗助长》的教

学中，由于很多学生对于种庄稼没有深刻的体验，因此对

于课文中所描述的内容理解不是很到位，这就会导致学生

对语言故事本身的含义理解上有偏差，对于这个问题教师

可以在教学中为学生播放《揠苗助长》的动画视频，让学

生通过观看视频了解揠苗助长故事发展的整个过程，也理

解了故事中的主人公通过拔高禾苗的方式让禾苗快速成长

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最终让学生明白事物发展都有一定的

规律，如果违背自然规律、急于求成的话，即使非常努力

也终将一事无成。通过多媒体动画的形式让课堂教学更加

生动地呈现在学生眼前，一方面加强学生对内容的理解，

另一方面也有效激发了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学习的兴趣。 

3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学作为小学生教育学习的重

点，不只承担着传播语文知识的责任，同时也承担着传播

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发展的重任。因此老师在

教学中一定要重视对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使学生通过语

文的学习不仅仅理解了基础的语文知识，并且深刻领悟了

我国传统文化知识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精神和内涵，调

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促进我国传统文化

的不断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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