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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

确指出，需将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语文课程作为

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其工具性与人文性特征为传统文化

融入提供了天然土壤。当前，如何在小学阶段以语文教学

为纽带，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题。本文教育实践，

探索传统文化元素与语文教学的融合机制，旨在为构建文

化自信根基提供学理支持。

1　经典诵读润童心，古韵新声启智慧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是培养学生文化

认同感和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经典诵读作为传承文化的

有效载体，能够通过语言韵律与思想内涵的浸润，潜移默

化地唤醒儿童对民族智慧的情感共鸣，为其思维发展提供

丰厚的精神滋养。

以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古诗三首”为例，教师可采取

分层渗透策略。首先，结合生活情境理解文化意象。如《

元日》中“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教学，可让学生观察春节

对联实物，讲述自家贴春联的习俗，将“桃符”演变与现

代年俗联结，使学生在生活经验中体会辞旧迎新的文化内

涵。其次，通过图文对照感悟古诗意境。学习《清明》

时，展示细雨、牧童、酒家的水墨画，引导学生将“清明

时节雨纷纷”的视觉画面转化为语言描述，再模仿创作简

笔诗句，在图文互译中提升对传统节日意境的感知力。此

外，借助情感迁移深化价值认知。讲授《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时，可让学生分享与亲人分离的真实经历，结合

重阳节敬老习俗，讨论“遥知兄弟登高处”传递的血脉亲

情，使传统文化从文字符号升华为情感记忆[1]。

这种教学方式既紧扣"抓住关键词句想象画面"的单元要

素，又通过多维度实践让古诗中的民俗、伦理观念自然融入

儿童认知体系，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语文素养的双向共生。

2　节气民俗链古今，实践体验悟传承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能够帮助学生建

立文化认同感，同时增强语文课堂的人文厚度。节气民俗作

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活化、季节性的特征与语

文教材中的自然主题课文存在天然联结，教师可通过挖掘文

本与民俗的关联点，让学生在具象认知中感悟文化传承。

以四年级下册“三月桃花水”一课为例，教师可构建

节气民俗与文本的三重链接。首先，在课文精读环节，

结合“三月的桃花水”这一意象，引入春分节气的物

候特征。例如讲解“像一匹明洁的丝绸，映照着蓝天”

时，可关联春分时节冰雪消融、河流解冻的自然现象，

引导学生理解“桃花水”实为古代农耕文化中对春汛的

诗意表达，体现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观察智慧。其次，设

计“寻找身边的节气密码”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课后记

录当地桃花开放时间、河流水量变化等自然现象，用图

文形式制作简易农事观察笔记，体会课文“催促村民们

开犁播种”背后春耕生产的民俗传统。此外，拓展阅读

《二十四节气歌》中“春分雨脚落声微”等诗句，对比

不同文本中对春季水资源的描写，使学生发现民俗文化

贯穿古今文学创作的脉络[2]。

此类教学实践将静态的文本解读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

悟，让学生在语言品析与生活观察中，自然建立起对传统

文化的情感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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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字探源显匠心，笔墨丹青承文脉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既是文化传承的

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学生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汉字作为

中华文明的根基，其构字规律与演变过程蕴含着丰富的文

化信息，书法艺术则通过笔墨传递着民族审美追求，二者

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天然载体。

以五年级上册“桂花雨”为例，教师首先可围绕课题中

的“桂”字展开溯源。通过拆解“木”与“圭”的组合，

引导学生发现形声字的特点：“木”表意体现桂树的植

物属性，“圭”表音暗示古代对美玉的称谓，二者结合既

描绘出桂树挺拔如玉的形象，又与课文中“桂花盛开时，

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

里的”形成呼应。其次，结合课文“桂花开得最茂盛时，

香气浓郁，母亲担心台风来袭”的描写，引入《鹧鸪天·

桂花》中“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等古典诗

词，让学生在对比中体会不同文体对桂花品格的刻画。

此外，可设计书法体验环节，指导学生用毛笔临写课文中

的“香”“秋”“念”等关键字，通过观察篆书到楷书的

字形演变，理解汉字由具象到抽象的造字智慧，同时结合

文中“故乡的桂花雨”承载的思乡之情，体会书法线条中

蕴含的情感表达。

这种教学方式将汉字探源与文本理解相融合，使学生在

掌握语文知识的同时，透过文字符号触摸文化基因，实现

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承的双重目标。

4　非遗故事活课堂，跨界融合育新芽  

在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能够增强学生对民族

文化的认同感，同时培养文化传承意识。教师需要挖掘教

材中的文化内涵，结合学生生活经验设计教学活动，让传

统文化在课堂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以六年级下册“北京的春节”一课为例，教师可围绕“

非遗故事”构建体验式课堂。首先，在预习环节引导学生

收集家中长辈的春节老照片或口述故事，如祭灶、贴门神

等习俗，让学生初步感知老北京非遗文化的特点。其次，

在课堂教学中，抓住课文对“腊八粥”“庙会”的细节描

写，通过对比现代过年方式与旧时习俗的差异（如祭灶仪

式简化、纸质春联变为印刷品），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哪

些传统值得保留”，在思辨中理解非遗传承的价值[3]。此

外，可设计“跨界融合”实践活动：结合美术课制作简易

走马灯，模仿庙会手艺人写福字；联动音乐课学唱北京童

谣《过了腊八就是年》，用多感官体验加深文化记忆。课

后鼓励学生用短视频记录家庭过年习俗，将课堂所学与生

活场景自然衔接。

这种教学方式既落实了“抓住重点内容写出不同”的单

元目标，又让学生在具身体验中建立文化传承责任感，实

现语文素养与文化意识的双重培育。

主题 核心方法 具体案例 教学效果

经典诵
读润童
心，古
韵新声
启智慧

分层渗透策
略（生活情
境、图文
对照、情感  
迁移）

三年级下册《元日》
《清明》《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古诗教
学，结合观察春联、
创作简笔诗句等活动

文化传承与
语文素养双
向共生

节气民
俗链古
今，实
践体验
悟传承

节气与文本
链接（自然
观察、实践
活动、对比
阅读）

四年级下册《三月桃
花水》教学，通过记
录物候、制作农事笔
记，并对比《二十四
节气歌》进行学习

动态文化体
悟，建立情
感联结

汉字探
源显匠
心，笔
墨丹青
承文脉

汉字溯源、
书法体验、
诗词对比

五年级上册《桂花
雨》教学，拆解“
桂”字结构，临写关
键字，并引入《鹧鸪
天·桂花》进行诗词

对比

语言学习与
文化传承双
重目标

非遗故
事活课
堂，跨
界融合
育新芽

非遗体验  
（故事收
集、跨界实

践）

六年级下册《北京的
春节》教学，结合制
作走马灯、学唱童
谣，记录家庭习俗等

非遗体验活动

增强文化责
任感，培育
语文素养与
文化意识

5　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融入，既

是赓续中华文脉的时代命题，亦是深化课程改革的必然要

求。未来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

教学体系，推动传统文化教育从“知识传授”转向“价值

引领”。通过家校社协同联动与跨学科资源整合，形成文

化传承的生态合力，为培养具有民族根基与现代视野的新

时代少年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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