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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政治学内容中蕴含着一定的传统文化内容，尤其在新课程标

准的改革下，教材内更是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教师则可据此
收集相关素材，以将其应用至课堂教学期间，从而促使学生在
政治学习的同时，塑造良好品质，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收集传统文化素材，丰富教学内容
学生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是以促使学生能够自主形成传统

文化学习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教师则可结合学生的现实情
况，针对性的展开传统文化的渗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
导向，促使其能够提高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从
而在其主动参与的过程中，推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实现
学生的有效培育[1]。在此过程中，教师需注重素材收集的科学
性。一方面，结合学生的学习发展，以学生为核心进行素材的
收集。尽管处于高中阶段且趋于成熟，但大多学生对于其未来
的发展并未引起重视，也就是说，其价值观仍处于构建过程
中，并未完全形成价值观念体系。因而教师需注重学生这一发
展特征进行资料的收集，以促使学生能够在符合其认知发展规律
的传统文化中，逐渐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使其综合素养得以
在此基础上有效实现。

此外，教师需明晰资料内容的多样化收集并不意味着所有素
材都可作为高中培育的资源，应依据学生的现实情况进行素材的
科学选择，以选取适合的素材内容作为渗透教育的主要资源，比
如这一阶段学生所关注的内容，如传统节日等，将学生感兴趣的
内容融入其中并展开教育，对于学生兴致的诱导以及渗透教育的
有效性等都具有较好的效果。基于此，教师在课堂教学期间，亦
须将素材内容加以调整，以推进学生的参与度[2]。

2　完善教学观念，重视传统文化教学
结合现时代对于学生培养的要求，教师亦需要及时更新时代

教育思想，完善自身的教学观念，以将学生的培养与发展作为教
育根本，将传统文化教学加以重视，并在专业学科的基础上，将
其充分渗透教育，以促使学生在政治学习的同时，丰富其传统文
化知识，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及文化素养，以在综合素养提升的
同时，推进政治学习的效率[3]。教师作为教育的引导角色，对
于学生的学习成长则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而教师教学观念的
新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发展方向。就目前高中政治学
的教育现状，由于其隶属于高考科目之一，因而多数教师仍处于
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中，过于关注学生的成绩分数，导致对于学
生的过程性学习存在忽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因此，教师需提高自身教学观念的重视程度，改善并加以完善教
学理念，将传统文化教育充分渗透至课堂教学环节，以促使学生
能够从中有效汲取优秀品质，实现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从而深
化其对于教学内容的理解，以促进教学质量效率的提升。

3　构建多元化教学模式，全面渗透传统文化
3.1多媒体的充分利用
在信息科技发展进步的今天，教师应注重教学手段的多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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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传统文化历经了长远持久的发展，蕴含着丰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学生的教育而言，是以其所必须接受且学
习的重要内容。在新课程下高中阶段的政治教育中，亦是融入了这一部分内容，基于此，教师要加强对于传统文化的渗透教育，以
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其综合素养的有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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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促使学生在多样形式的教学氛围下，积极参与知识内容的
学习，从而有效实现其主体地位的体现，促进其学习能力的有效
提高。在此基础上，教师可将已全面普及应用的多媒体设备资源
充分利用，通过影视资源的播放、图片资料的观赏等方式，以加
强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效率，激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使
其能够在直观影像中加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使其在观
影过程中逐渐形成良好的民族意识及优秀品质，从而实现传统文
化的有效渗透[4]。例如，在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上，有传统建
筑、节日习俗、文学作品、民间艺术...等等，教师则可据此
针对性的播放影视资料，比如流传至今的著名建筑如故宫、圆
明园、城墙等等，将具有代表性的视频内容播放给学生，让学
生在观看后进行交流讨论，以探析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发展的意义
与影响，感受文化的熏陶，从而促使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渐提
高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

3.2构建主题分享活动
在课堂与教材内，教师的主导渗透教育下，教师还可将传

统文化的学习主权给予学生，以组织教学活动的形式，让学生
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进而促使传统文化全面、高效的渗透于
学生。在此过程中，教师可设立传统文化的主题活动，不需局
限于教材内，可将其贯穿于高中整个政治教学阶段，比如将传统
文化的内容、形式以思维导图、图表、表格等形式引导学生进行
构建，首先帮助学生明确传统文化的内容及元素，进而让学生每
周选择其中一个内容作为学习的主题，通过自主在课余时间内搜
集资料并整合之后，分享至班级群，以供学生在群里相互学习。在
此基础上，教师还可结合课时设计，在课程伊始阶段，留给学生
3-5分钟，让学生轮流作为“主播”为学生介绍并讲解传统文化知
识。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使得课堂形式多姿多彩，学生的兴趣
与动力得以有效提升，同时，在此活动的开展下，学生的亦是在
每周自主收集资料中汲取传统文化知识，从而使得传统文化全面
有效的渗透于学生之中。

4　结束语
本文从三个层面针对传统文化的渗透教育展开研讨，以促使

高中政治教师能够更好地践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促使学生在
学习政治的同时提升自身涵养，丰富文化素养，从而实现其综合
发展，构建良好的精神文化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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