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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知识的传播知识其次的，重

要的是为学生树立健康良好的思想观念，文化的学习是对于学生

三观的正确建立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引导学生积极的学习和了

解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学积累，丰富学生的文化底

蕴。对于语文教师而言，教授的学生都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自身

的责任不言而喻，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发扬需要我们每一个教师。

1　提高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扩展传统文化宽度

在经历了新课改之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师生角色发生了改

变，新的课堂教学体系也在逐渐的形成和完善。学生们自主思

考的空间被放大，质疑生问的方向变得更加广泛。教师和学生

课堂主体地位的变化，也需要教师主动的调整教学方法，并且从

自身的人文素养水平的提升开始，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氛围。

提高教师的人文精神，笔者认为应该主动学习和了解中国优

秀的古典文化，了解文化底蕴。并且在不断的学习了解过程中，构

建出自身文学和精神底蕴积累的成长史[1]。用以拓展学生的思维

和视野。在间接帮助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学

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学生的民族使命感和荣誉感。

2　深化传统文化情感，深挖传统文化内涵

2.1创设课堂文化情景。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物质

载体，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涵了丰富多

样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文化，各类文学典故、成语谚语等都积攒着

古人们理性思维的光辉，也是提升当代学生人文素养的良好素材。

所以，语文教师在课堂中，应该积极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利

用文人典籍来创设一个适合文化教学的情景。教学过程中，应该

重视到教学环境和氛围的影响力，通过利用内引、外联以及生活

实际的三种方式对比来综合的教学和运用[2]。教师根据课堂教学

需要，设计多样化的教学环境，来激发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情感。

2.2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是诗文的国度，而传承千古的古典诗文也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因此，在讲授古诗文的同时，可以重点挖掘

传统文化的内涵，利用其中恰当的方式和内核精神，将良好的价

值文化传递给学生们。如今传承下来的古诗文中，都蕴含着丰富

的人文精神、爱国精神，赞颂家国、自然、亲情友情的字词不绝

于耳，值得教师和学生们深入的挖掘探索。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可以与学生共同查找资料，了解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体会作

品创作时的心境情感。学生们不仅可以在探究的过程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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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名人和文学作品，还能在逐步的探究中，积累更多的文

学知识，体会到古诗词中更多的思想情感和文学底蕴，并在他们

的成长中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3]。

2.3创设自由场景，让学生自由发挥。在创新教学方式的基

础上，来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教学。语文课堂中，教师应该

积极给学生们自由发挥展示的机会，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老

师讲、学生听的缺陷。通过自学自主发挥、自主探究的方式来激

发学生的主观积极性，教师可以在抽出课堂前的5到10分钟的时

间，让学生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内容形式不限的方法，

自由的发挥构想。学生们可以组团表演简单的情景剧，或者进行

诗歌朗诵、演讲等方式；学生还可以自己搜集各种多样化的传统

文化知识与同学们分享，比如笔者所在的班级就有一些苗族、彝

族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开展课堂展示活动时，他们就会积极向其

他学生讲解他们本民族的很多风俗、节日，还有各种有趣的庆典

活动等，很多学生们纷纷表示这类活动新颖有趣，希望有机会去

体验一番。通过集合全班同学的力量，来自主的搜集和讲解相关

的传统文化，让教学质量和效率有了较大提升。

3　结语

针对当前各地区初中语文的课堂教学，教师们不仅需要积极

的融入优秀传统文化，还要革新传统的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和探究的兴趣，帮助学生们更加自主、深入的挖掘教材和生

活当中的文学素材和传统文化元素。既可以帮助他们积累文学知

识，还能够引导他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道德观，为未来社会的

发展提供更加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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