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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长时间沉淀

得到的瑰宝，将其应用于古典文学教育教学可以有效保障教学质

量，并且可以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

主要根据《教学大纲》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不涉及具有延伸

性的内容。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才导致了教学效果无法达到预

期效果，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缩影，也是我国古代人

民智慧的象征，本身就带有话题，将其融入到古典文学教育教

学中，能够有效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古典文学教育的积极作用

就古典文学教育而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其中是具

有极为现实的意义，具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目

前我国专科院校文化类课程的教学活动中，需要融入一些具有代

表性的元素来提高教学质量。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

华民族的特色，是几千年文明积累得到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同时起到一个传承的

作用。对教师来说，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需要把控好以上两个要点，

全力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可以发挥出来[1]。

2　具体措施概述

2.1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为了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融入到古典文学教育教学之

中，教师应当从学生的角度进行分析，先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再

引入有关古典文学的内容。

例如，在古典名著赏析课程中，教学重点在于学生通过阅读

古典名著，能够了解名著中的生层次的内涵。基于这一教育重点，

教师需要先让学生对古典名著产生足够的兴趣，可以引入书法教

学，让学生感受到书法的魅力，进而再为学生创设出对应的情景-

请同学们想想一下，古典名著的作者当时是在没有电灯、电脑的

环境下，用手写的形式完成创作的，一笔一墨间都充斥着作者的

情感，而完成一本著作，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在情景的作用下，

学生的思绪会被吸引至名著之中，愿意去品读，脑海中也会浮现

出作者创作时用毛笔写字的场景。当然，为了让学生可以真正意

义上的感受到书法的魅力，进而提高对学习古典文学的积极性，

教师可以搜集不同流派的书法作品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去欣赏，

并比较不同时期书法流行的趋势，诸如瘦金体和楷书的比较，教

师在课上可以要求学生去观察两种字体之间的差异，可以自己去

临摹，通过亲身体会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2]。

2.2基于故事法开展教学活动

我国大多数古典文学都是以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为背景创作的，

内容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出现的一些桥段在历史上确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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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教师可以根据这一特点，在组织古典文学教学活动的过

程中，以故事法的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其中[3]。

例如，“卧冰求鲤”、“相敬如宾”都是根据历史时间衍

生出来的，“卧冰求鲤”是二十四孝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讲述

了主人公为了抓鱼给卧床的母亲补身体，不惜在冬天用自己的身

体融化湖面的冰。故事本身映射出了我国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教师在给学生讲解故事的时

候，可以搜集一些影视资源播放给学生，让学生可以产生一个

直观的感受。在学生对卧冰求鲤的故事产生足够深刻的理解之

后，教师再引出相关的古典文学书籍，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

性。而“相敬如宾”则是出自《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宾。”，

主要指代夫妻之间和谐相处，是幸福的象征。为了让学生对了

解“相敬如宾”有关的古籍产生足够的兴趣，教师可以汉宣帝

时期的名仕张敞，其才华绝顶，但是有画眉的癖好，这在古代是

不被认同的，而其妻子每日和他共处一室却没有半点埋怨，完美

的体现出了相敬如宾的含义。在故事的影响下，学生会对张敞画

眉的行为感到诧异，但同时也会揣摩其妻子的内心想法，为什么

会接受自己的丈夫画眉毛。带着好奇，教师此时组织开展古典文

学赏析，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果[4]。

3　结束语

专科院校推动古典文学教学的质量，选择性的融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能够保障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和传统教学模式以及

理念不同，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所

营造出的课堂氛围要更好，在对古典文学进行赏析的时候学生也

不会产生排斥心理。当然，对于教师而言，要选择具有特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结合学校周边的民俗文化，确保所选择文

化的内容和古典文学可以匹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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