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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综合性学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实践案例研究
屈侃君

（广州市番禺区东湖洲小学，广东 广州 511400）

摘要：2016 年 9 月投入使用的“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文素养和综合性学习三者有机融合，试图

通过在综合性学习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小学语文教学担负着传统文化传承的任务，深深地渗透了民

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语文学科性质及语文教学的特点决定了小学语文教学中理应贯注文化精神。然而，当今的小学生的文化素质现状令

人担忧，他们急需补点儿文化底蕴的“钙”，因此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精神是必要的。本文旨在探讨语文综合性学习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教学策略，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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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文综合性学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现状及成因

（一）教师层面

1. 教师重视意识不够，综合性学习与传统文化融合浅层

目前来看，部分教师对传统文化重视力度不够，未自觉承担

文化传承重任，还有部分教师虽然在综合性学习活动中融入了传

统文化，但仅是浅谈辄止，未深度融合，导致综合性活动实效性差。

现阶段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语文综合性活动完美结合是当

代教师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学生重拾文化

学习自信。

2. 教师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缺失，融合效果不尽如人意

现阶段一些教师未深度剖析中华传统文化，虽在语文综合性

学习中有意融合传统文化，但未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此外，还有

一些教师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缺失，在开展语文综合性活动时虽引

入传统文化，但融合比较生硬，未契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

落实效果存在一定差异。

从另一角度来看，部分学校场地有限、设备支持力不足，综

合性活动开展条件不利，这种情况下引入传统文化不能彰显文化

的育人功能。

（二）学生层面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学生将重心放到了如何提高自身的

学习成绩上，对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力度不高，也未自觉承担文化

传承重任。调查发现，还有一部分学生功利心比较强，认为学习

传统文化费时、费力。

基于这种思想，教师在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中，学生的兴趣

比较低，且主动性也不高。此外，部分教师在综合性学习与传统

文化融合过程中，采用单一化的融合方式，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

参与度不能保障。

二、语文综合性学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

（一）教师应该树立将综合性学习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意

识

1. 教师应该热爱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其是多年来人

们智慧的结晶，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对中

华传统文化有持久的热爱，同时还要投入一定时间与精力，深度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具体表现，

找到其与综合性学习活动融合的基点，实现文化的精准输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师只有对传统文化有持久的热爱才能

将这份爱传递给学生，通过情感的传递能够拉近学生与传统文化

的距离，帮助其解析传统文化，不断汲取其中的精华，塑造完美

的品格。

例如，教师可剖析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如《锄禾》，

体会诗词中“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描绘的农民辛勤劳作的

场景，使学生知劳动之艰苦，珍惜劳动成果。

2. 在综合性学习中自觉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综合性学习活动与传统文化有共通之处，且体现在多个方面，

如主题、传达的精神等。现阶段如何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

人智慧，使其与综合性学习深度融合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着

重考虑的问题。

基于此，教师要提高自身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力度，从文化的

角度审视综合性学习，使两者完美融合，让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

教育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最终形成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

以《论语》教学为例，教师可举办“论语知多少”趣味竞赛，

以该种综合性活动之力，打开语文教育的大门。与此同时，学生

也可根据自己的理解解析传统文化，多角度、多方面审视《论语》，

学习其中不耻下问、勤学好问等品格，完成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

3. 综合性学习的设计应该关注学生的内心需求

教师在综合学习活动设计过程中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内心需求。

可以说，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是综合性

学习活动落实的基础。在活动设计过程中，教师可征集学生的意见，

充分了解学生的意愿，在此基础上设计活动，实现传统文化的高

效渗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只有学生了解综合性学习的设计意图，

并且参与到相关设计中才能引起自身情感的共鸣，这种情况下学

生才能付出行动，设计出的活动才更有生命力。

以春节活动为例，教师可询问学生喜欢哪些活动？部分学生

指出喜欢写春联，还有部分同学喜欢做灯笼。基于此，教师可为

学生准备各种活动需要的各种用具。从学生喜欢的活动入手能够

调动其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综合性活动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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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入多元化的趣味活动，点燃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之情

1. 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展示活动成果

教师在开展综合性语文活动时可选择多元化的主题，这种情

况下能够契合不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其次，综合性语文活动

要体现跨领域学习意识，可融入多个领域的知识，如听说融合，

通过多元化的活动彰显综合性学习的综合性特征，同时还要注重

活动成果的展示，全面提升活动效果。

例如，我选定“生活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活动主题，

我根据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将其分组，并鼓励其以小组形式收集资

料，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的兴趣大增，且积极融入到活动中。

1 组孩子对民间工艺比较感兴趣，收集的物品多为工艺作品，

如剪纸、拉花等；

2 组孩子沉迷于民间艺术表演，他们在课余时间学习了民间

舞蹈，并在课堂上汇演；

3 组学生喜欢诗词朗诵，其表演的内容为诗朗诵，为了营造

良好的氛围，我还引入特定的歌曲。此外，该组同学还在课堂上

吟诗作对；

4 组学生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其以春节为例，每个人都画出

了独具特色的年画，并将其张贴到了教室的文化墙上；

5 组学生以神话故事为例，进行话剧表演，选择的剧目为“牛

郎织女”；

6 组同学以中华美食为例，现场包饺子、制作月饼等，同时

还传播了节日风俗……

每个学生从不同角度出发，探索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借语文

综合性活动之力，重拾文化学习兴趣，并自觉承担文化传播重任。

2. 开展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落实文化传播

综合性活动的实践性极强，教师在开展这类活动时要注重学

生的个性体验，在此基础上落实文化传播能够达到推波助澜的效

果。此外，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能够增强该活动的育人

效果，也有利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

在活动安排过程中，我将重心放到了传统文化介绍与传播中，

以剪纸为例，我邀请民间的剪纸大师来校为学生做活动指导。与

此同时，我还征得校领导的同意，在校举办剪纸展会，通过这种

方式使学生对剪纸文化有新的认识。

其次，我还在校园举办了经典诵读活动，通过这种方式使学

生对经典著作中体现的人文价值有新的认识，能够准确把握文化

的方向，发挥其正向引导作用。

此外，我还以京剧为主题，鼓励学生制作各种脸谱，明确生

旦净丑四角，传承京剧文化。通过以上多种方式带领学生走进传

统文化中，并从中汲取更多养分。

3. 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体活动，兼顾整体互动

依托群体的力量能够使传统文化的影响扩散，使整个校园沉

浸在文化中，于校园文化建设有积极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教师可依托各种群体活动之力，兼顾整体互动，使学生在交流过

程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例如，我在综合性学习中选定主题“读好书，好读书”，设

计了两个活动方案。

【方案 1】设置名人名言展示墙，鼓励学生将自己搜集到的

名言积累下来，张贴到展示墙上，如“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同时，孩子们还依托互联网之力查阅

各种名人名言，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断在这些名言中获

取学习动力，促进自身成长。一些孩子还积累了一些名人趣味故事。

接下来，我还开展了与“名人读书经验”有关的手抄报设计比赛，

鼓励学生积极参赛，积极展示自己的设计成果。此外，我还开展

了“读书大会”，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阅读经历，讲述阅读技巧，

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

【方案 2】设置问题栏，鼓励学生将自己阅读过程中的困惑

以及生活中的问题写上去，其他同学可在该同学所写内容的背部

写出相应的建议，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拉近学生之间的关系，增加

班级的凝聚力，提高整体互动效果。

（三）深度挖掘传统文化，反思与传承文化

传统文化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其为多数人经验的总结。在语

文综合学习活动安排过程中，教师要深度挖掘传统文化，选择合

适的导入方式，鼓励学生反思与传承文化，使综合性学习与传统

文化高效融合。

以“百善孝为先”这一主题为例，我给学生讲解“孝”的来源，

首先从该字入手，其有两个部分组成，即上面是“老”的一部分，

代表父母。下面是子，代表子女，象征着子女要把父母背在背上。

通过拆分汉字使学生对汉字结构有新的认识，也能从汉字中挖掘

更多的文化知识，并将其发扬光大。

此外，学生也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汉字进行讲解，通过这种

方式能够使汉字文化有新的认识，重拾汉字学习兴趣，跻身于汉

字的海洋中，探索更多的未解之谜。

三、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民族精神的积淀，为

中华民族的生命源泉。在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安排中，教师可以

传统文化为基点，导入各种文化知识，通过丰富活动形式调动学

生的参与兴趣，使其逐渐感知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的魅力，使文

化根植在学生内心深处，成为他们发展的不竭动力，促进其个性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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