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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课堂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
刘　玮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中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提出和实施，素质教育成为初中教育工作的核心，这也为初中地理课程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拥有悠久

的历史，文化底蕴较为深厚，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初中地理教学之中，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展开地理学习，让学生有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基于此，文章对初中地理课堂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展开分析和研究，具体分析出初中地理课堂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根据初中地理教材总结出其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初中地理课堂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以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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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作为弘扬传承优良文化的阵地，它发挥着重要的育

人作用。在初中地理实践教学中，教师应做好教学改革，采用不

同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将传统文化融

入教学之中，使学生在掌握地理知识的同时，学习到更多与传统

文化相关的知识，不断扩充自身的知识储备。因此，教师应选择

合适的教学契机渗透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与地理教学充分结合

在一起，提升教学的整体成效。

一、初中地理课堂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地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文化，

与其他学科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初

中地理学科教学中，教师应做好教学改革，有效渗透传统文化的

理念，从而使学生深入理解和运用地理的知识点，增强学生的核

心素养。

（一）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涉及到了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知识，为我

国中学地理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初中地理教学知识点涵盖了

人文地理、区域地理的内容，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教

育工作者应有效选择教育资源，借助古代书籍中描述的自然风情

引导学生理解教材中的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增强

个人的文化素质能力。

（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地理学科融合在一起，并结合相关的教

育素材开展教学，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爱国热情。地理教材中囊括

了大量与我国山川湖海、行政区划、人口分布相关的知识点，教

师应向学生讲解地理知识的同时，让学生增强对地理知识的应用

能力，使学生形成强烈的爱国之心。

（三）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感

很多学生接触家乡文化的机会并不多，对于自己家乡的文化

了解有限。因此，在地理学科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挖掘与本

土文化相关的资源，并结合相关资源开展教学工作，融合优秀传

统文化，将文化与地理教学充分结合，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让

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的同时能够充分了解自己的家乡，加强学生

对家乡文化的归属感，从而继承和发扬家乡文化。

（四）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在现阶段，很多中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并不全面，部

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薄弱，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并不高。

并且还有很多学生并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注重团结友爱

的精神，缺乏对生命的正确理解。而将传统文化渗透到课程教学中，

可以将优秀的华夏文化感染学生的内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

感悟，增强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荣誉感，铸造学生形成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念。

二、初中地理教材中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一）中华传统精神文化

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源自于生活，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精神支柱，它同样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初中地理人

教版的教材中，涉及到很多与精神文化相关的内容，包括天地合

一思想、以和为贵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首先，天人合一思想理

念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强调天人合一的状态，它需要

人类充分了解所处的自然环境特点，并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充

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使之与人类的发展相结合。“天人合一”

思想观念体现在人文地理的多个章节，它需要教师从教材中筛选

教学资源，结合这一主题开展教学。其次，以和为贵同样也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它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儒家

思想强调了“和”的重要价值，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

家之间的外交都离不开“和”。在人教版初中地理教材中，有多

个章节涉及到这一部分的知识，教师应结合教材的内容不断丰富

教学资源。最后，爱国主义精神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精

神力量。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众多的爱国英雄，他们的爱国故事

一代代流传至今，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教师应引导学

生学习，从而培育他们的自豪感。在初中地理教材中，爱国主义

精神贯穿于多个章节之中，在民俗、人口、国情、交通等章节都

蕴含了爱国主义的精神。

（二）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一般源自于民间风俗，它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所

形成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点。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它同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民

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民俗中饮食、服饰和

交通等领域的资源都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并构成了典型的民族

文化资源。民俗文化在不同地域的表现不同，体现在不同的章节。

（三）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文化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艺术审

美经验，创造了丰富的艺术作品，并构成了独特的华夏审美观，

展现出了东方文化的艺术魅力。学习和鉴赏艺术文化，有助于学

生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应渗透传

统艺术文化，不断丰富教学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传统艺术文化主要包括建筑、书法、绘画、音乐等门类，它与地

理的联系较为密切。

（四）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化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在科技领域同样也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分别体现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天文学作为自

然科学的范畴，它与地理学科具有密切的联系。我国古代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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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畴较广，包括二十四节气的划分、《授时历》的历法。我

国历史上最早的天文观测仪，能够观测日食、月食等现象，蕴含

着古人的智慧。而在初中地理教材中，涉及到科技文化领域的内容，

教师应充分挖掘与之相关的资源，从而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理

解和把握科技的精髓。

三、初中地理课堂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

（一）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必备条件是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它同

样也是解决教育问题的基本前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至地

理教学工作中，有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理教学的有效

对接，从而使地理教师形成良好的素质能力，提高他们的知识素养。

作为地理教师应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因此，教师应充分利用课

余时间进行自我学习，阅读和收集与周边地区文化相关的素材，

制作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课件，丰富教学的内容。地理教师应形成

跨学科教育的意识，摆脱固定的教育思维，跳出固有的教育框架，

注重地理教学的综合性。只有构建跨学科教学体系，才能实现传

统文化与地理学科的有效衔接，提升学生的素质能力。除此之外，

学校应开展相应的教学培训活动，组织开展各专题的活动，从而

使教师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学校还应组织地理教师

编写有关于传统文化的乡土地理教材，并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

咨询地理专家编写教材。

（二）挖掘教材文化资源，开展丰富教学活动

初中地理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并以图片、

文字和活动的方式呈现，它同样也是教学的良好素材。其中，在

初中人教版地理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展现出了不同

地域的文化特点，不仅能让学生对自然、社会环境概况加深了解，

还能领略古人的智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激发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爱国情感，形成科学探究意识。因此，

地理教师在授课前应提前分析教材，再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总结整

理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注重对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

好补充和概括，设计丰富多彩的地理教学活动，提升育人教学成

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渗透到教

学之中，辅助讲解地理文化知识要点，提升学生的知识文化素养，

使学生更好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然而，在教学中教师

应充分挖掘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素材，遵循课程标准，并注意

不能过多地融入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学习内容，这样会导致违背了

教学的最初目的。

例如，在初中地理人教版《居民与聚落》章节的教学中，教

师应结合章节的知识点，引导学生通过对比知识点和传统文化的

相似之处，让学生将中国的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对比，从而分析

出中华文化民族的文化优势。教师还可以从世界文化的起源角度

指导学生学习有关的地理知识，让学生充分感受到世界是一个大

家族，全球文化的融合碰撞，能够推动文化的发展。在教学中，

学生能够学习到更多的地理知识，认识和理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

（三）创设教学导入活动，提升课堂教学成效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发展变化中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独

立想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教师应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因此，教师可以构建趣味性的导入情境，从而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渗透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教学内容，使

整个课堂教学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提升课堂教学的成效。在

课堂教学导入阶段，教师可以结合古诗、故事开展教学，呈现出

良好的教学氛围，达到预期的育人目标。

例如，在初中地理人教版《西北地区》的教学中，教师引入

唐诗开展教学，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搜集与本节课具有密切联系

的诗歌，从而设置相应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回答具体的问题，

达成课程教学的具体目标。在导入环节，教师播放《使至塞上》

诗朗诵视频，让学生展开思考。在视频观看的过程中，学生被诗

歌的内容震撼到，在唯美的诗句情境下，学生的听课效率不断提升，

他们能够理解感受到传统文化美的同时，主动、积极地思考地理

问题，并对西北的自然环境风光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印象。

（四）利用乡土地理资源，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乡土地理资源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具有密切联系，能够让学生

了解周边的生活环境，从而提高生存能力。初中地理课程标准要

求学生必修乡土地理知识，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树立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培养学生形成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良好情怀。乡土

地理中涉及到大量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由于各地区的地理气

候、资源不同，文化区也是不同的。教学中引入乡土地理的有关

内容，能够实现与教材知识点的充分联系，从而使知识点更加直

观地呈现出来，使学生加强对地理学科的理解。

例如，在乡土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到实践活

动中，通过组织展示活动开办有关乡土地理的主题班会，绘制黑

板报和手抄报，调查当地的民俗风情，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学生学习民俗等传统文化时，也应加深对乡土文化的认识，并

培养学生建立对家乡的热爱。在《人类的居住地──聚落》这一

节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湘西地区的建筑开展教学，从而让学

生了解亚热带季风气候对于当地居民的主要影响。在课后，教师

让学生结合本地的气候环境，分析本地区传统建筑，分析气候对

于居民的影响。这种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调动学习积极性，在课

下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五）构建一体化评价机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地理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一体化评价机制的建设，

从而了解学生的课堂学习情况，并在人文情怀等方面对学生展开

评价。地理课程核心素养包括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

地理实践能力，教师应根据这四方面的内容对学生展开综合性的

评价。然而，现阶段的地理教学评价更加侧重于对学生知识技能

的评价，忽视了对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评价。因此，在地理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有效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

求，更好地落实育人目标。地理教学评价可以通过书面测试评价、

日常学习表现评价、观察法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的结合，促进学

生的学习和发展，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地理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成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比较

艰难，教师应在实践教学中不断创新探索，充分了解学生的地理

学习兴趣，了解学生的认知特点，并采取丰富的教学方法，更好

地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至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从而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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