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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浸润下小学语文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孔秋菊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陕西 西安 710089）

摘要：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将小学阶段的语文课程建设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既能丰富学生的语言表达，提

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又能丰厚学生的人文底蕴，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本文从小学语文课程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

要性入手，剖析了当前小学语文教学在弘扬传统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校为例，探讨了传统文化浸润下小学语文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

为传统文化的校本化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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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流淌在炎黄子孙血液中最根本的文化基因，是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

识。作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基础学科，《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11 年版）》中明确提出，语文课程应肩负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任。那么，如何

通过小学语文课程的实施让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效落地？

一、正确认识小学语文课程在弘扬传统文化中责无旁贷的历

史使命

随着高科技的普及和发展，世界变成了小小的地球村，很多

大人孩子不知道中秋节、端午节，却对圣诞节、万圣节情有独钟，

扑面而来的哈韩、哈日，热闹非凡的跨境商店……在这种大背景下，

随着经济、文化的深度融合，很多民族化的标志在国际化进程中

正逐渐被同质，被削弱。从小帮助孩子建立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更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的基本保障。

古语有云，童蒙养正。小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和

习惯养成的黄金时期，在小学阶段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让孩

子从小认同、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便成为小学语文学科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二、贯彻落实国家课程意志在弘扬传统文化中不可动摇的主

体地位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日益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

央 . 中国传统文化悄然崛起，各种传统文化活动、各种仿古私塾

纷纷萌芽，习古礼，学古文，骑马射箭，琴棋书画……一时间风

靡全国。更有甚者，很多学校仿照古时私塾的授课内容和方式办

起了国学班，抛弃现有的国家教材和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设置，

学生着古衣，操古语，每日习字背书，弹琴作画习武，“桃花源”，

与整个时代脱节。过犹不及，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效地向学

生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使优秀的传统文化伴随着时代发展与学生

的成长一起丰盈？

首先，在立德树人，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下，坚决贯彻执行

国家课程设置标准，保证语文学科课程开足开齐。开足开齐的前

提是规范，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首先要落实五育并举，不能随意

改变学科的课时，在避免落入应试教育的窠臼的同时，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其次，立足国家教材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统编语文教材

中增加了古诗文篇目的比例，在内容选择中使用了很多与古代建

筑、民间艺术、民风民俗相关的内容，插图的设计更具“中国味道”，

在内容编排中，以单元为主题，使学习过程更能彰显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作为教师的我们，要学会解读文本，充分发掘文中的

传统文化元素，以单元为主题，整体输入，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

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内涵，充分发掘插图及各版块内容中的文化资

源，在提高鉴赏能力的同时，教会学生中国表达。

三、有机整合小学语文课程在弘扬传统文化中形式多样的实

施路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课程改革已经逐步进入深水区。语文

课程作为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基的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也是当前时

代背景下社会关注度最高，期待值最高，受人诟病和非议最多，

且实施起来最为最为庞杂的工程。

基于以上问题和现状，笔者在自己所在的学校中进行了一系

列语文学科课程建设实践，在坚持开足开齐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

的基础上，从国家课程校本化和校本课程建设入手，通过对碎片

化的学习时间和各类社团活动、主题活动的有效整合，使传统文

化与语文课程体系有机融合，为培养有中华底蕴的能够挑战未来

的现代人奠定扎实文化基础。

（一）基于在地资源和办学追求的总体规划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是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管理委员会投资兴办的第一所全日制公办小学，地处阎良区与临

潼区交界处的古栎阳城遗址附近，南绕清河水，北踏泾惠渠，古

老的三秦文明浸润着这所年轻的学校。此外，作为航空基地的第

一所新建校，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肩负着打造航空基地教育品

牌的重任。

办学五年来，围绕“让每一个生命幸福延伸”的办学理念，

学校确立了“办一所具有民族根柢，深植航空基因的精品名校”

的办学目标，通过架构以乐慧课程为核心的育人体系，达到培养

“具有华夏底蕴，能够挑战未来的现代人”的育人目标，突出“根

植传统，筑梦航空”的办学特色，通过以学生成长为核心的“乐”

系列课程为和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慧”系列课程来实现培

养“具有华夏底蕴，能够挑战未来”的现代人的目标，为每一个

生命的幸福延伸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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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课程设置和素养培育的融合实践

学生成长课程以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基于学校的办学特色延伸和拓展，通过校本课程、社团活动、主

题活动、弹性离校活动等途径普及学校育人特色的同时，为实现

学生个性化的培养搭建展示平台。学生成长课程根据学生核心素

养培育指向分乐贤、乐知、乐健、乐艺、乐创五大版块。乐知语

文课程从统编语文、润心诗文诵读系列、润心诗文悦读系列、润

心经典鉴读系列等四条路径展开实施，这四个系列根据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认知规律按年级分段实施，既尊重了知识的系统性和逻

辑性，又关注了学生的认知需求和素养提升。在实施中，每一个

系列的课程路径不同，目标亦各不相同。

1. 统编教材领讲中国故事

统编教材是其他各系列教材的标准和轴心。无论是诵读系列、

悦读系列，还是鉴读系列，所有的课程设置都围绕统编教材的单

元主题展开，在此基础上深挖统编教材的传统文化内涵，将优秀

的传统文化渗透到课文的学习中，并对其进行拓展和延伸，使之

润物无声。

2. 每日诵读提升诗文素养

润心诗文诵读系列课程由语文学科组开发，分六个年级，每

个年级一册。每册分上下学期和寒暑假共设四个大单元，基本保

证每日一诗。其主要内容与统编教材每个年级的单元主题和寒暑

假中所涉及的节日、节气及相关习俗相照应，根据单元主题从唐诗、

宋词、经典古文著作中选取与学生认知水平相匹配的素材编辑成

册。这种设计思路一方面对统编教材进行了有效地拓展和延伸，

另一方面，每日一诗的积累也使统编教材的实施更有深度和内涵，

促进了学生的语言积累和文学素养提升。

课程的落地最终在课堂。润心诗文诵读系列课程何时实施？

如何实施？三年多的课程实践中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摸索出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学校利用学生到校后的碎片时间开设晨诵

微课程，利用晨读时间完成每日一诗教学。诵读系列教材实施的

目标在积累。

教师的教学重点便是让学生理解诗意，熟读成诵，不需要进

行细致地剖析讲解。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保证课程的有效

实施，在学校统一安排下，各班轮流在每周一升旗仪式进行展示。

除此之外，通过汉文化大赛、诗词达人晋级、润心诗文测评

等方式进行质量测评，并在每个测评中加入“创作版块”，对学

生的优秀作品收录整理，激发学生的创作积极性，在丰厚积累的

同时学以致用。

3. 悦读经典促进内涵提升

悦读经典课程为校本课程，每班每周一节课，分年级分上

下册开设《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声律启蒙》《论

语》《大学》等课程，由专职教师任课，以古今故事引入，深

入浅出，引导学生感受经典著作和传统文化的魅力。除此之外，

利用每周五大课间开设百家讲坛，为热爱经典著作的学生搭建

讲传统文化故事的舞台，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走进经典，

爱上传统文化。

4. 鉴读经典获取双料给养

鉴读系列课程依托读书节活动，分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以“整

本书共读”的方式展开。其中必读书目每个年级一个专场：一年

级为童谣故事专场；二年级为成语故事专场；三年级为寓言故事

专场；四年级为神话故事专场；五六年级为古代名人专场和四大

名著专场，依托亲子共读，以活动展示的方式进行。选读书目根

据快乐读书吧里推荐的作品，每班一本，通过“整本书阅读”推

荐课、推进课、研讨课的方式展开。鉴读系列课程的实施在确保

学生每年至少读完两本书，在引导学生开展语言实践提升表达能

力的同时，开拓视野，增广见闻，获取精神养料。

（三）基于个性发展和平台展示的社团活动

为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为学生搭建展示个人风采的平台，

学校利用每周一和周四下午的社团活动，为热爱传统文化的学生

提供丰富多彩传统文化类课程，开设硬笔书法社、墨缘书法社、

经典文学社、绘本故事社、成语故事社、阅读品书香、悦绘阅读社、

点灯阅读社、快乐读书吧、梦想金话筒、小小主持人、童心稚语社、

小小朗读者、课本剧社，漫画诵读社、新闻视听社、悦动光影社、

小作家社，神话飞扬社、繁星文学社、抒情写意林、绘本创作社、

唐时明月社、芳香语文社等三十多个社团，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

好和需求自主选择，通过毛笔字书写、经典阅读、课本剧表演、

视频欣赏、古文写作、写绘故事、朗诵进阶等形式，在帮助学生

汲取传统文化精华，提升文学素养的同时，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播。

（四）基于文化浸润和习惯养成的力行实践

读万卷书未若行万里路。通过开展诗话重阳、月满中秋、走

进杜甫、唐诗研学等综合实践活动，在充分发掘各类节日、节气

及民俗活动中的语文元素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让学生在

实践中深入体会传统文化内涵。除此之外，在学习《弟子规》之后，

分年级分主题开展“每月一事”活动，将劳动教育、行为习惯养

成和传统文化的个人实践有效结合，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和培育有华夏情结的现代人提供保障，打好基础。

四、充分利用多种评价方式在弘扬传统文化中树立榜样宣传

典型

综上所述，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文课程体系建设是一

个庞大且复杂的工程，要有正确的思想引领，要有持之以恒的努力，

要有创新实践的魄力和勇气，更需要教师通过不断的努力丰厚自

己文化底蕴，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课程实施能力，创新载体，

有效把握学情，唯有此，才能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健康成长，

润物无痕。

参考文献：

[1] 肖萌，杨柳 . 浅谈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化自信 [J]. 教

育科学论坛，2019（26）：23-26.

[2] 李雅翡 . 巧用统编教材，培养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J]. 课

程教育研究，2019，12（52）：166-167.

[3] 黄丽萍 . 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研

究 [J]. 读写算，2020（2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