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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有效融入高中政治教学中
曹惠芬

（临汾市第二中学校，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众多先辈智慧和精神结晶，是我国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象征，同时也是新时期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精

神支撑。高中政治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教学承载，其在理念上与传统文化的宣扬与传承有着共通之处。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于高中

政治教学中来，不但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政治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同时也对其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正确树立起到了巨大指引

作用。据此，本文就优秀传统文化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有效融入方法做了阐述，以期为高中政治的良好发展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

与传承，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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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教学承载，其在理念上

与传统文化的宣扬与传承有着共通之处。教师将优秀传统文化

渗入于教学中来，能够让学生在获得政治新知的同时，还能体

悟到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价值，为其健康和全面成长打下可靠坚

实的基础。因此，高中政治教师在教学时，重视并落实优秀传

统文化渗入教学的工作，不断延伸和探索教学方法，促使学生

学习政治的兴趣得以充分有效的调动，帮助他们更加深刻和全

角度地把握政治内容。

一、创设传统文化情境

教师在将传统文化渗入于教学中时，应当为学生创设与教学

主体贴切的传统文化情境，并将传统文化与教学内容进行深度融

合，以此来促使学生更加热情地投入于自主学习中来。与此同时，

高中学生普遍对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认知基础，甚至对有些文化

耳熟能详。介于此，教师可将学生原有的传统文化认知结构与政

治新知进行联系融合，让他们能够更加便捷地体悟到政治新知中

的文化精髓，进而提升其情感和参与体验，将其学习政治的热情

得以充分有效地激发，提高教学有效性。

例如，在讲授人们主体知识点时，教会可将《尚书·五子之歌》

中的古词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分享与学生，并且让他们

尝试去翻译和解读该句古文内涵。然后，教师可用挑选或学生自

荐方式，让学生阐述自己对于古文的体悟，激起他们的主动参与

热情。与此同时，教师也发挥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作用与优

势，将其渗入于教学中来，以音乐或影像等形式展现相关知识点，

创造趣味性、实效性兼备的课堂环境，让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和立

体地感知传统文化因素，激发其内心的文化与政治共鸣。另外，

教师还可将古文背景讲授于学生，深化他们对于政治新知以及传

统文化的理解，同时也能让其感受到传统文化之于新时期学习的

价值，从而促使其以更家积极和端正态度进行新知学习，实现学

生全方位进步。

二、引入历史传统事迹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象征，其蕴含着丰富多样的

传统事迹，教师将这些事迹渗入于教学中来，能够让学生得到很

多对实际有益的精神或情感收获。而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其重要

目标就是让学生能够正确认知政治知识之于其生活的深刻意义，

让他们能够学会以政治学角度去看待生活事例和解决生活问题，

促使其价值观和世界观得以正确健康地树立。高中政治教学，更

侧重学生义务、权利、国家政治等方面的新知传授，而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中正是有着很多此类故事，教师将这些传统故事与教学

内容进行联系融合，能够让学生获得额外文化体验的同时，也能

促使他们深刻把握政治知识内涵。

例如，在讲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知识点时，教师可将与民

族相关的历史实际渗入于教学中来，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刻的认知

该制度之于民族之于国家的意义。如，“文成公主入藏”、“宋

金和议”体现的民族融合，“伏羲女娲图”体现的民族意识等等。

通过将历史事迹与教学内容的联系融合，可加深学生政治和传统

文化认知，促使其学习政治的兴趣得以充分有效地激发。

三、迁移传统文化精髓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迁移传统文化指的是，教师将学生对于

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体悟，转移到政治学习中来，进而增强学生对

已得知识的把握，并巩固其政治新知的一种学习方式。同时，该

种方式能够加深学生新知与旧知之间的联系，促使他们学习政治

的自主性得以有力调动，对于其政治思维以及政治知识结构的构

建起到了巨大指引作用。

例如，在讲授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时，教师可让学生查阅

资料并理解“祸兮福之所，福兮祸之所伏”。然后，教师再进

行统一性和斗争性概念讲授，让学生在理解这句话基础上去体

悟本节知识要点。通过这种正向的学习迁移，让学生在深刻体

悟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精髓的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

消化政治新知，进而促使其矛盾思维与知识体系得以正确良好

地建立。

四、结语

总的来说，将优秀传统文化渗入于高中政治教学中来，能够

极大程度地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让他们能够更加便捷和深刻地

体悟政治内涵。与此同时，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还能让学生正确

认知和解读我国历史文化，促使其民族归属感、自豪感和国家意

识得以充分良好地培养，开阔他们的文化视野，为其更加健康和

全面成长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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