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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刘卫娟

（山东省宁津县杜集中学，山东 宁津 253408）

摘要：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易经》中早有描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国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文化基因，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源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资源。随

着我国教育教学不断改革与发展，将传统文化与初中语文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融合，在教学课堂中借助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让

祖国的未来之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的韵味及内涵，从而提升教学活动的实效。本文针对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身体开展

研究，得出相关的教学策略，为教学活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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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生尚在成长发育阶段，学生年龄小，心智还没有发育

成熟，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科学的教育辅导才能实现快速成长进

步。近些年来，社会掀起了一股国学热，《中国诗词大会》《中

华好诗词》《中华好家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益智教育节

目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这就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人们

的重视。语文教学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需要进行改革创新，

借此推动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深度融合，培养出文化素养深

厚的新时代初中学生。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关于对文化的研究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部分，这是相对应的，

广义的文化是指物质成果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中华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源泉，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

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

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分为儒、释、道三个方面的内容，这是按

照传统文化的流派区分的。按照门类区分，可以分为文字文化、

书法文化、音乐文化……文化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意识层面的

内容，良好的文化理念对于人们现实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能够驱动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开展工作，实现积极的效果。

文化指的就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当中所形成的习惯和共同遵

守的习惯，经过长期的演进之后固定下来的模式或者工具。十八

世纪之后，西方人将文化的教育、引导作用发掘出来，开始在教

育当中加入文化教育。

文化或者文明，包括知识、艺术、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一

个人的气质是怎样的，习惯是怎样的，这些方面的表现都与文化

或者文明存在联系。文化也是有规律可遵循的，文化的规律在于

人在生活当中赋予了文化社会层面相关的功能。中华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对于新时期的我们来说仍然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在教育

工作当中有必要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提升教学活动的实效。

二、初中语文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作用

（一）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文明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给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巨大贡

献。“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为人类进行文字记录带来了巨大的

便利，火药更是直接推动了现代热兵器的出现和发展，指南针为

大航海时代人们在海上寻找方向和目的地提供了便利，印刷术使

得人们能够出版更多的书籍，推动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这些传

统文化知识需要继承者和发扬者。

在语文教学当中渗透传统文化知识，将深厚的中华文明融入

到语文教学当中，可以丰富语文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传

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文明。

（二）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

我国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文化基因，是国家文化建设的

源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资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初中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当代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工作，不仅关系到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更关乎国家综合国力的建设和国际地

位的提升。新时代背景下，教学工作应当在语文教学当中渗透传

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的

创新和改革，文化自信理念得以快速推广和应用，教学活动旨在

以传统文化的渗透，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自信理念，开创新的文

化自信工作格局。

三、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具体呈现

（一）思想精神方面的内容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内容更是十分丰富和广泛，其

中的思想精神既有爱国主义精神，也有思念家乡的乡愁，还有建

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例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表达的是爱国

主义精神，他愿意为了国家舍身成仁，表现出其对国家的铮铮铁骨；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背景是战乱，作者感伤国家的

未来，于是创作出这首诗。其他关于精神风貌的描写也是举不胜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

（二）文化艺术方面的内容

文学是我们生活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学已经深入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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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当中。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语言，语言也是

人们开展交流沟通的基本方式。语文教材当中一篇篇优美的文章，

是抚慰人们抚慰人们焦躁内心的镇定剂。同时，这些文章也蕴含

着十分有特色的语言知识。朱自清的散文像牛毛细雨，一丝一丝

地浸润着人们的面庞，带给人一种舒适的感受。其语言更是十分

形象且有突出的拟人化特点，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鉴赏能力。

四、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一）借助古诗词，挖掘传统文化知识

1. 诵读古诗词，品味文化

初中学生的基础知识还并不是十分牢固，在教学活动当中自

然少不了使用诵读这一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夯实基础知识。在指

导学生进行诵读时，应要求学生带着感情朗诵，在诵读之前要查

阅相关的资料，提前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感悟作者的思想。

例如，在指导学生诵读苏轼的《水调歌头》时，教师可以要

求学生在诵读之前了解苏轼的生平事迹和在创作这首词时的个人

境遇和创作情感，之后再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试着将自己想象成作

者，诵读作品。之后教师要为学生进行打分，评出诵读水平高的

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教师也应对其他学生加以指导，

为学生讲述作者的创作背景，分析这首作品的精神主旨，为学生

讲述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知识。

2. 分门别类，总结古诗词文化

古诗文化十分丰富，想要学好古诗，就要对古诗进行总结和

分类，区分不同的古诗在写作方法和格律方面的不同。按照不同

时期、不同作者、不同词牌曲牌名都可以对古诗词进行分类和总结，

得出古诗词的写作特点和规律，掌握古诗词韵律的文化密码。

在古诗词当中，一些带有特殊字眼的诗句不胜枚举，“水”“山”

等都是古诗词当中出现的高频字眼。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不妨

让学生试着找一找教材当中这些体现特殊字眼的诗句，并且要掌

握这些字眼在其中的用法和意思，从而提升对古诗词的理解能力，

提高学习能力。对古诗词进行分类总结，学生在其中便可以快速

找到相关的诗句，提升学习效率。同时，借助古诗词教学，有助

于学生感悟古诗词文化，提升传统文化素养。

（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拓展传统文化深度

1. 扩大范围，丰富传统文化知识内容

名家作品大都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彰显一些思想精神

层面的内容。于是这就给传统文化教学活动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教师可以围绕某一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情感，要求学生寻找出

作者其他能够体现类型情感的作品，或者与该作品体裁相似的其

他作者的相关作品。借助这些拓展性的文化教学活动，帮助学生

感悟传统文化内涵，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例如，文天祥所作“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

句表达出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教师要求学生找到与之类似的其

他作者的作品，有范仲淹所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李贺“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等语句。同时，

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拓展搜索范围，试着找到这些作者其他体现爱

国情怀的作品，从而提升学习效果。

2. 组织多彩活动，提升传统文化认识

语文教学活动同样可以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借助多元的语文

主题活动，可以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节

日活动、夏令营主题游、知识竞赛等活动，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具

有较强的吸引力，教师如果能够借助这些活动，那么就可以开创

新的语文教学局面。

教师可以在清明节组织学生来到名胜古迹，为学生讲解历史

人物的生平事迹，向学生介绍其文学作品，让学生对这些历史人

物有更为客观的了解。其次，教师可以带着学生一起参加夏令营

活动，为活动设置“弘扬传统文化，游览祖国山河”这样类型的

主题，带着学生们来到大自然中感受中华大地的神奇和秀丽，陶

冶学生的情操。另外，教师还可以像《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科

普节目那样，仿照节目的赛制开展知识竞赛活动，教育学生多学

习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精髓，自觉传承中华文明。

（三）提高教师修养，拓展传统文化宽度

教师在教学活动当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教师是教学活动

的主导者，教师的教学能力素质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水平，进而

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想要更好地将传统文化教育和语文教学

结合起来，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从

而提高教学质量。

一方面，学校要定期组织文化教学交流座谈会，鼓励语文教

师在座谈交流活动当中各抒己见，谈一谈对传统文化教学的观点

和自身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做法和经验。经过众人的交流和探讨，

必然可以得出更为有效的传统文化教学策略，从而指导今后教学

活动提升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活动当中要尝试运用

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提升教学新颖度，吸引学生兴趣。教师在

教学活动当中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微课为学生制作

生动直观的传统文化视频和动画作品，让学生在富有趣味的教学

内容当中学到更多的文化知识，提升文化素养。

五、结语

语文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结合，一方面遵循了语文教育的

核心价值，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传统文化传承工作的要求，教师在

教学活动当中要重视二者的融合，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渗

透传统文化知识，教育学生要弘扬传统文化精神，热爱中华民族

精神文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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