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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策略探究
吴　梅

（镇江实验学校，江苏 镇江 212200）

摘要：语文作为基础类语言和文字学科，是学生掌握知识和提高学习能力的关键。在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教学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一方面能够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建立良好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能够让学生建立起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对于学生的成长之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初中阶段的学生更需要传统文化的渗透，来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思想意识

和价值观念，引导其走向正确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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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什么？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凝结，是千年文化

历史的精髓，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关键。对于传统文化的渗

透不仅关乎学生个人的成长和教育的进步，更关乎民族的延续和

国家的发展。虽然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想

要让两者之间进行有效渗透，也并不容易。对于传统文化的渗透，

不是简单地讲解和展示，是让学生用心与灵魂去体悟，从而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内涵，这样才能够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渗透

和传承。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时，一定要

找到合适的方式，让学生能够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而不是强行

的记忆和背诵。要让学生用心感悟，沉浸其中，才是传统文化渗

透初中语文的最好方法。

一、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的意义

（一）促进学生思想意识的升华

传统文化蕴含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凝结成的优秀思想精神，

对于学生思想意识的升华可以起到很好地作用。例如传统文化当

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优秀的思想精神。通过传统文化渗透让学

生能够建立起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念，让学生明白

要待人以诚，不能够欺骗别人。让学生懂得孝顺父母，能够了解

父母对于自己深厚的爱。让学生掌握礼仪，对人处事要以礼相待，

才能够不失体统。因此，教师渗透传统文化，可以促进学生思想

意识的升华，对于学生未来的成长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

（二）推动初中语文课程改革

素质教育开展之后，各个年级和学科都掀起了改革风暴，对

于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以及教学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但是

实际效果各有所差。而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可以推

动初中语文课程改革进度。因为初中语文课程改革主要是从提高

学生学习成绩转向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包括着

审美能力、文化意识以及思维能力等等，这些都与传统文化有着

密切的关联。传统文化有助于学生良好文化意识的形成，在接受

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更深入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继

而实现审美能力的提升。而且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学生思

维能力的锻炼，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初中语文教学

渗透传统文化可以推动初中语文课程改革进度，对于素质教育的

落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激发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

不论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对于知识的学习，都需要学

生主观的参与其中。因此，刺激学生主观能动性是教学的重点。

显然，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并不能够刺激学生主观能动性，这也

是传统教育方法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

教学中的传承，不仅可以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

念，也让学生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与职责，作为炎黄子孙、

华夏后裔，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这

种使命感会化作民族自尊和自信，激发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

把民族复兴作为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前进的方向，有助于实现学生

高效学习、全面成长的目的。

二、初中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的策略

（一）创设文化情境，感悟传统文化内涵

对于传统文化的感悟和理解，不是简单地阅读就能够做到。

学生需要真正进入到文化的意境当中，才能够感悟传统文化想要

表达的精神思想和道德品质，实现初中语文教学有效渗透传统文

化的教学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不能够让学生

理解认同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基于此，初中

语文教师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让学生能够进入到传统文化的意

境中，从而加强对于传统文化内涵的感悟和理解。

初中语文教师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容易理解和进入的文化情

境，从而让学生身心都沉浸其中，感悟传统文化想要表达的内涵

和精神，实现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在创设传

统文化情境时，最好是与教学内容主题关联起来，这样学生在情

境中不仅可以感悟传统文化，也可以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达到

双赢的局面。本人也会在实际教学中采用创设文化情境的方式，

帮助学生更好感悟初中语文教学内容中的传统文化，促进学生的

能力发展和课改进程。例如本人在进行《诫子书》这篇古文的教

学时，为了让学生更好感悟诫子书当中的慈爱之情和君子之道，

于是我便进行了文化情境的创设。我利用《诫子书》当中对于君

子的形容引入了相关的视频，同时也加入了作者诸葛亮的相关视

频资料，配合上适合的背景音乐，让学生一瞬间就进入了诸葛亮

在书写《诫子书》时的情境，感悟到了一位父亲对于自己孩子的

殷殷期盼之情，也感悟到了君子之道是宁静致远、乐于好学等等。

通过学生对于情境的感悟表达可以知道，学生对于《诫子书》当

中的传统文化有了很好地感悟和理解，实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渗透，对于初中生未来品格的养成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

（二）开展小组讨论活动，加强传统文化理解

每个学生受限于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空间，所以对于传统文化

的理解未必全面，这对于初中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会产生一定

的阻碍作用。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应该找寻合适的策略，让学生

来完善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感悟传统文化、传

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推动初中语文课程改革的进程。

显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对于文化的理解和思考也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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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可以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让学生

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进行表达，在相互表达交流的过程中，

完善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从而实现初中语文教学有效渗透

传统文化的目的。作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为了加强学生对于传

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我经常会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开展相应的

实践活动，让学生对于活动主题的传统文化进行表达和讨论，说

出自己的理解，强化自身的认知，从而实现初中语文教学有效渗

透传统文化的教学目的。例如本人在完成《富贵不能淫》这一篇

古文的教学之后，我便开展了一次主题为“什么是有志气、有气

节的人？”让学生结合《富贵不能淫》当中的内容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讨论活动。在设定了主题、布置了议题之后，

我就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和时间来进行讨论交流，而我就在一

旁听着并且对于优秀的言论进行记录。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

学生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我选取了几位小组的代表来进行发言。

有的学生表示有志气、有气节的人不会被财富所迷惑、不会被武

力所威胁更不会因为贫穷而放弃了自己的节操。并且他们还列举

了好几个例子。例如雷锋叔叔的故事，雷锋叔叔虽然家庭不好，

但是贫穷没有改变他的操守，他一直秉持着乐于助人、积极奉献

的精神服务人民，直到现在他的精神还在流传，这不就是有气节、

有志气的大丈夫吗？学生的回答总结了《富贵不能淫》当中蕴含

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同时通过列举代表人物来印证自己的想法。

由此可见，小组讨论活动的确可以帮助学生加强传统文化的理解，

同时也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是初中语文教学渗透

传统文化的有效措施。

（三）设计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实践传承传统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不能够仅仅通过书面教导来实

现，这不现实。还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够真正让学生理

解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从而实现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

中的有效渗透。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设计一些与

传统文化相关的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传统文化、

传承传统文化，从而推动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发

挥出其应有的效用。

对于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的设计，要遵循学生感兴趣、内容符

合主题、实践促进成长的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发挥出传统

文化实践活动的效用，让学生在实践中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本

人在进行初中语文教学时，也采用了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传统文化

的渗透和传承，起到了不错的反馈。例如本人在进行《安塞腰鼓》

这篇课文的教学时，为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我国的地区风俗和文

化，于是我设计开展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题实践活动，

我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自己感兴趣的中国传

统文化形式，可以是舞蹈、可以是音乐甚至是戏曲。学生要做的

是搜集这一文化形式的相关资料，包括历史来源、文化内涵以及

代表作等等，当然有条件的学生也可以进行文化内容的学习以及

表演。在设计开展了这一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之后，学生开始以

小组的形式进行集合讨论，小组长分配好相应的任务，谁去寻找

什么资料？谁去准备表演等等。然后小组成员们就开始去收集资

料、准备表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活动正式开始，活

动中学生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优异。有的小组准备的是京剧文化、

有的小组准备的是地方舞蹈等等。在准备好之后，每个小组都推

选出了相关的代表上台来进行文化历史的讲解，并且派遣小组的

另一位成员上台进行表演。虽然表演的并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能

够看到学生都是在用心努力地做这件事情。通过这次传统文化的

实践活动，学生对于我国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从资料搜集中发现了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在逐渐流失，

这使得他们内心中产生了一股使命感，要帮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

化传承下去，不能够让他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学生的表

现可以看出，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的确可以帮助学生在实践

中传承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有效渗透的有效

策略。

（四）开展名著阅读，拓展学生文化认知范围

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不仅需要学生用心去感悟和理

解，也需要学生具备更好的知识底蕴和思维视角，这样才能够更

全面的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在进行

传统文化渗透教学时，不能够将目光仅仅放在课本上和课堂中。

初中语文教师还应该引入一些课外名著，开展名著阅读。让学生

在进行名著阅读的过程中，实现学生文化认知范围的拓展，这对

于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起到了相应的促进作用。

名著阅读的选择也十分重要，这关乎名著阅读是否能够有效

开展。其实对于名著阅读的选择，还是需要遵循学生的主体意愿，

只有学生喜欢、感兴趣的名著，才能够让学生真正读到心里，感

悟其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承和发扬。本人也十分重视

名著阅读的教学作用，也将其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因此，

在实际教学中，我也开展了名著阅读活动，得到了不错的教学反馈。

我在进行名著阅读活动的设计开展时，遵循学生的意见，让学生

选择自己喜欢的名著进行阅读，在阅读中我要求学生能够进行有

效的批注，在读完之后写出自己的读后感。在布置了相关的任务

之后，学生都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名著进行阅读。有的学生选择

了《史记》、有的学生选择了《道德经》，不同的学生都根据自

己的兴趣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名著，并且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名著阅

读中，也开始认真批注、认真感悟。在读完了名著之后，所有的

学生都上交了一份读书感悟，在感悟中学生将自己对于名著的看

法进行了充分的表达。读《史记》的学生表达史记中很多的历史

人物具备着优秀的文化品质，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蔺相如的不

畏强权、楚庄王的一鸣惊人等等。通过学生的表达可以看出，学

生真的将名著读到了心里，真正的感悟了名著中蕴含的传统文化。

这也表明了名著阅读也是初中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的一种有效

形式，对于学生的成长进步很有帮助。

总而言之，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的关键，是促进学生进

步成长的助力。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关乎语文课程

改革的进展，也关乎学生的未来，必须要重视起来。将传统文化

与语文教学进行有机结合，要积极探索，制定合适的策略来实现

有效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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