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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智慧结
晶，其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多元化思想浪潮冲击的今天，
传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国家
的战略性目标，有利于提高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利于
树立当代年轻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有利于传承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形成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
语言文字是记录传统文化的载体，在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

化教育，可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上下五千年的传
统文化，所形成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思想，都在语言文字中有所
表现，纵观近些年的大学语文教材，极为重视对当代大学生人
文素养的培养，不管是哪个版本的语文教材，都以传承优秀的
传统文化为宗旨，融入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艺术、
民俗等诸多篇章，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伦
理、风俗人情、制度规范体现出来，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与厚重，同时也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使
当代大学生更加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使之树
立文化自信心，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经验借鉴和思想指导。

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可以提升当代年轻人的人文素
养，提升德育教育的成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在信息
获取极为便利的今天，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受西方文化思想的侵略，崇洋媚外、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思想文化盛行，使得整个社会的思想形态较为浮躁，大学
生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接班人，非常有必要加强其思想政治建设，
提高其人文素养，利用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来引导当代大学生
的思想意识，使其树立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虽然传统文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抑制，但
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在国际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在多领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和输出，使得传统文化被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和认可，在教育领域，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渗透，以语
文学科为主，其他社会学科为辅，传承传统文化。（两句重复）

2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的路径
2.1以教材主的教学活动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工具和指导，对教材的赏析和挖掘，是传

承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学校和教师要重视对大学语文的教学，
由于近些年教育的功利性，使得大学语文被边缘化，在学科定位
上存在着重视度不够的现象，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呈现出母语认
同的缺失，对作为工具语言的英语趋之若鹜，对作为母语的汉语
重视不足，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复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汉语，
学习我国的传统文化，而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学，要提升当代大学
生的母语水平，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学校要把大学语文
作为重要的学科来进行教学，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重视对学生
人文素养的培养，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选取优质的语文教材，并
对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挖掘和
丰富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提升大学语文
教学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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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在大学语文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并论述了具体的传承途径，一方面以教材为主，在课堂教
学中进行传承，另一方面要以实践为辅，组织各种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和传承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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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很多的文学大家作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
期的各种文化思想、民俗风情、社会制度、文学艺术等，通过对
教材内容的研究和赏析，使学生了解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多样形态
和深厚思想，从而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大学语文教师，作
为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落实者，其本身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不仅是语文学科的文化素养，还要兼具历史、哲学、宗教、艺术
等其他学科的综合素养，用自身浓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来熏陶渐
染学生，同时利用自身的专业性，帮助学生在纷繁芜杂的传统文
化形态中，去芜存精、辩伪存真，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鉴别赏
析能力。依托于教材的传统文化内容，设计出传统文化的专题模
块，对专题模块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组织学生开展专题讨论
活动，使学生成为专题研读的主体，自主的进行交流讨论与合作
探究。

在课堂教学方式上也要有所创新，积极利用各种线上的优秀
传统文化教学资源，对教材内容进行补充和拓展，并利用微课、教
学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创设出具体的教学情境，丰富教学的手段，
迎合学生的学习方式。受信息技术的影响，现代人的阅读和学习
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多媒体学习具有直观性和吸引力，可以较好
的激发学生的传统文化兴趣，可以直观的呈现传统文化成就，但
其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且不利于学生进行深度思考，因此在
教学中，还是要以教师的系统教学为主，辅助新媒体技术手段，对
学生进行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通过主题模块研究的形式，把
学生划分成学习小组，通过小组间的合作学习，来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在对学生进行考核时，把传统的考核形式，转变成读书
报告、撰写论文、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促进学生的深度思考，使
学生由学到思，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2.2以实践为辅的传承活动
实践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感悟，学校可以通过

组织多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来提升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打造良好的校园传承风气，比如各种传统文化的社团，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礼仪服装等，鼓励学生参与传统文化的社团活动，同
时也利用各种传统节日，组织传统文化活动，利用各种文化活动，
组织传统文化的节目形式，还要把当地的民俗文化融入到传统文
化活动中，实现对本土文化的传承。

3  结束语
语文学科作为传承的载体，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学科的工

具性、文学性、人文性，都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有利条件，语
文教材中，包含了诗词歌赋、文学著作、历史典故等，其内容涵
盖了哲学、人文、历史、艺术、民俗等多个方面，可以作为传承
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学校要做好主阵地的建设，教师要重视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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