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6

Vol. 5 No. 5 2023

Education Forum

教育前沿

探究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渗透传统文化
杨明华

（云南省保山中等专业学校（保山技师学院），云南 保山 678000）

摘要：职业教育是学生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最初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中

华文化所保存下来的宝贵遗产，将传统文化知识融入到高中的语文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在价值观念形成的早期就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

在这一背景下，笔者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传统文化的培养和对传统文化与高中语文教学的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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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学习

和研究。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中消极腐败的思想让校园的气氛越

来越复杂，对学校的文化氛围有所影响，对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也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因此，加速中职学校与传统文化教育

的大融合是一种必要举措，中职学校需推动形成良好的文化学习

环境，逐渐加快语文课程的革新，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发挥传统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的终极作用。

一、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有助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特

有文化，其代表着民族历史、文化精神、思想观念的集合，包含

着国家或这民族的道德规范，既是国家或民族的标志，又是国家

或民族的宝贵财富。因此，每个中国人都有义务，也有责任去继

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职教育中，不仅要为学生提供一技之长，

更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而对传统文化进行浸润的

最佳载体就是语言。因此，在中职语文教育中，对传统文化进行

渗透，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有助于保证学生身心健康

青年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担负着建设祖国、振兴祖国的责任，

他们的素质将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将来的发展。但是，在目前的

社会背景下，很多青少年被父母宠溺，这就导致他们形成了以自

我为中心的思想，缺少对社会的责任心和爱国主义的激情，更有

一部分年轻人受到了西方思想或者互联网上某些观点的影响，追

求所谓的自由，变成了一个与特立独行的人。还有一部分学生唯

金钱至上，出现了拜金思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对青少年已

经形成的思想、观念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这对他们的身体健康

以及今后的发展不利。学生在学校里的语文教学，是他们与传统

文化进行交流和了解的最重要途径。在课堂上进行渗透，让他们

在这种气氛中进行学习，并在这种气氛下长大，就可以提高他们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指导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坚强、勇

敢等方面的优秀品质，同时还可以让他们产生一种浓厚的爱国激

情和民族骄傲之情，让他们能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

而推动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得健康的发展。从整体上来讲，这也

有助于提升民众的整体素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有助于丰富语文教材内容

中职在传统文化教育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在中职语文课堂上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既能丰富教学内容，又能开阔学生的视野，

提高了课堂的趣味性，也让学生有机会去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样可以提高他们对语言学习的兴趣，指导他们自己去研究、去

探索，从而增强教师的教学效果。

二、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现状

（一）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

中职学生一般文化基础较差，其入学的目标是职业技能，对

文化素质的培养不够重视。在专业技术课程中，学生的学习热情

显著高于语文课程，对语文课程的学习兴趣较低，这也是由于学

校的性质所决定的，学生在学习实际操作技能方面的偏重，从而

导致了中职语文教学质量的不断下滑。语文课堂是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输出阵地，对它的忽视必然会对我国传统文化教学的效果

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在中学语文课堂上

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教育。

（二）学校传统文化渗透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中职语文教学主要是以课本为主导，教学手段相

对单一。其缺点是，如果没有语文课本，那么传统文化的教育就

没有了发挥的舞台，如果教师脱离了语文教材，传统文化和语文

教学的切入点也会瞬间断裂。如果仅仅是对课本中所选择的与传

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进行学习，是无法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点和

影响实现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自身修养和人文素养的教学目

的。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除了学习语言材料之外，还应该

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

三、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对策

（一）营造教学情境，感受传统文化

个体心理一般产生于对认知过程进行建构、引导和支持的气

氛之中，而认知过程的基本特征是由认知情景来确定的，而情景

是一切认知活动的基础。情景认知是一种以情景为基础的认知理

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创造一种能让他们思考问题的

气氛，让他们在这种气氛中进行互动，从而构建出一种有个性意

义的学习情境，让他们在一定的情境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华。

所以，教师要以实际的教学情况为出发点，以教学要求为依据，

创设与实际教学有关的教学情境，或者创造一定的教学氛围，以

此来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情景的创设有多种

方法，如通过语言的叙述、想象、利用多媒体等。例如，在讲授《念

奴娇·赤壁怀古》时，笔者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描写，表现出了“长

江大河，浪涛滔滔，万古风流人物”的恢弘大气，把语言变成了

形象生动的图画，使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体会到诗词中那种无

拘无束、豁达的精神境界，并在这种境界中，体会到作者的旷达

的心境。“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用一种形象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从而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一

种豁达、旷达、无拘无束的情绪本质。例如，《采薇》表现的是

普通军人在离家出走、远征的日子里的艰辛生活和感情上的痛苦，

老师们可以用视频、音频、微课等多种方式来再现文本的情景，

让学生在现实的环境中感受到军人为了抵抗外敌入侵，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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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不能归家所带来的悲伤、厌战以及对外敌的仇恨。通过图片、

动画、背景音乐等多种形式，使学生融入情境中，从而获得经验。

同学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用创造

特定环境来再现当时的场景，使学生产生一种较为直观和完整的

感觉，进而可以对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有充分认知，感受独特的

传统文化。

（二）开展主题学习，理解传统文化

通过主题学习，可以将分散的知识点进行整合，形成较为规

律性的知识，从而达到对诗人和诗歌作品的系统理解。以“唐诗”

的主题教学策略为例，中职语文课本选择了“李白”“白居易”

两首《将进酒》《琵琶行》。以往教学中，课后学生对内容的理

解时是较为片面的。对此，笔者认为我们教师可以采取主题学习

的方式，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加深学生对两位唐朝诗人的理解。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文章

的思想情感，就必须了解作家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知人论世”

中的“知人”指的是对作家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情、创作动机等

方面的认识。所谓“论世”，就是与作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社会

环境相关联。李白与白居易虽然都生活在唐朝，但两人的人生经

历是截然不同的。读这两首古诗，只能体会到作者的生活、经历、

感情，只有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全面的认识，才能对诗歌所表达

的思想情感做出正确把握。另一方面，对于诗歌所表达的意境、

情感的体验，都不能脱离对语言的理解和猜测，通过对语言的鉴

赏，我们可以了解古诗中所包含的思想感情与内涵，比如《将进

酒》里的“斗酒十千”“五花马、千金裘”、《琵琶行》里的“大

珠小珠落玉盘”等。《将进酒》与《琵琶行》也罢，都表现了诗

人对崇高理想的执著与艰难的追寻，为我们呈现出作者孤独与苍

凉的心境。

（三）组织诵读活动，品味文化魅力

因此，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古诗词的研究，应从“三体”

入手，从韵律、意象、意格等方面去体会古诗词的韵味，并通过

朗诵来进行教学。从古至今，阅读一直是中国语文教育中的一种

主要方式，也是进行语言与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在传承了几千

年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中，以朗诵的形式，向学生传达自己的感悟，

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是一种被历史所证实的最行之有效的语言

教学方法。“体验性学习”指的是学生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自

己的经验来构建自己的知识，进而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以李白

的《将进酒》为例，它是一首短而又波澜壮阔的劝酒诗，感情强

烈，句子结构简洁清晰，情感波澜壮阔，变化丰富。诗歌的教学

主要是通过阅读，使学生从阅读感受中感受到诗人那激昂的情感。

从诗歌的韵律、节奏、平仄开始着手，这首诗的节奏非常丰富，

而且变化很大，格式主要是七言，再加上三、五、十言的诗句，

形成了一种参差的顺序，可以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体会到诗歌

的韵律美。这首诗用的是齐整对仗的句式，以及铿锵有力的韵律，

表现出了一种磅礴的诗情。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要用“忽然迸

发，一泻千里”的诗歌语调，来表达诗人豪迈激愤的思想感情。

通过反复阅读，还能体会到诗歌中的意境美。“黄河之水”和“青

丝白发”都蕴涵着丰厚的内涵，在不断地朗诵中，我们能感受到

那一种雄浑的气概，满头黑发，一股义愤填膺的气息，迎面扑来。

在不断地朗诵中体会诗歌的意境，把握其中的思想感情。整首诗

在情感上虽有波澜起伏、格调上的奔放，但在思想情感上则是十

分复杂的，既有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又有壮志难酬的自暴自弃，

其实却是以饮酒来宣泄自己的忧伤，表达了对贵族、君王的不屑，

同时，也表现出了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以《将进酒》为例，教

师可引导学生进行体验性朗诵，使学生在朗诵中体味到诗人那种

既豪迈又愤怒的复杂情绪。同时，通过反复阅读，使学生感受到

古典文学中的音律、意象和意格的魅力。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

可以深入体会作品中的思想情感精华和韵味魅力，并在交流、体

验和理解中得到更多的感悟，从而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四）借助网络手段，激发学生兴趣

中职学生是在互联网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群人，他们与互联

网有一种特别的亲密关系。他们对微博热搜词汇以及网上的热门

话题了如指掌。在网络文化中，发现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热门

话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网络上的热门文化资源，

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对学生关心的热门话题进行甄别。

例如，“国漫热”“汉服热”“故宫热”，这些都是近年来兴起

的热点。这些热门话题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让学生既熟悉又有

话题可谈，更能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对这些具有重要意

义的、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热门话题，教师应多加注意，并及时进

行分类和整理。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加强自身的学习，及时更新

自己的知识面，并在课堂上灵活地把传统的文化热点融入到课堂

教学之中。二是以“聊天型”的方式共享网络热点，戴建业教师

的“魔性”解释在网络上的风靡，显示出青年对传统文化并不是

完全的抗拒，相对于传统的“教条”教育，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审

美观与判断的，他们更喜欢与人亲近的文化沟通，更愿意通过“谈

心”来感受中华文化的韵味。教师们可以把这样的聊天方式应用

于网上的热门话题共享。让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热门话题，然

后教师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指导，或者把这些话题和课本结合起来，

或者对一些文化知识进行补充。同时，教师应该更多地用自己的

亲身体验进行真诚的沟通，要让弟子先“亲其师”，而后才能“信

其道”，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师德。

四、结束语

传统文化是祖先生活智慧的结晶，是祖先审美情趣的结晶，

是历史长河的结晶。最好的学习和继承，就是把它融入到自己的

精神观念和知识体系中，通过不断地变化来延续传统文化的生命。

中职学生在知识和技能的积累阶段，很大程度上需要对优秀的传

统文化进行浸润和培养，从而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当今社会，

既要有实用技能，又要有精神高度，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已

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中职学校在传统文化素养培养方面

还存在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的反思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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