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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堂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心
戎　敏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江苏 南京 210017）

摘要：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肯定。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华人民文化自信的基石与

精神命脉，是中国先辈们留下的丰富精神财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独有的标志，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

提升小学生的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下，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采用多元化的培养方法，让小学生

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增强小学生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通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对小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策略研究，进一步对

培养学生文化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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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沉淀下

来的民族智慧结晶，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文明绵延

不断的活力源泉，是中华民族独有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的“魂”。

因此，坚定的文化自信有助于促进中国特色文化的繁荣发展，

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活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

小学生是国家的未来，目前正处于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

对世界和文化的理解还不够成熟。当今社会上各种思维碰撞在

一起，小学生的思维很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小学语文课堂是小

学生接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教师必须发挥传统

文化的教育作用，帮助小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文

化自信。

一、加强小学生文化自信培养的重大意义

（一）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根基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根基，加强对文化的信任是加强

国家道路、理论和发展体系的重要力量。小学语文教育是小学生

接触和学习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在培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方

面也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只有教师和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充满自信，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二）文化自信关乎祖国未来的建设

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竞争尤为激

烈。小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要力量，只有坚定的文化自信，

才能肩负起未来国家发展的重大使命，通过中华优秀的文艺作品

和丰富的文化发展成果，创造独树一帜的中国标志的新概念，才

能向全世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展

现出来，塑造中华文明大国的形象。

（三）文化自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小学生文化自信心的培养应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

化自信的培养也指导着小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增强小学生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积极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价值观，才能实现这一长期目标，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

力。

二、小学语文课堂文化自信培养的现状

（一）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背诵大于理解

小学阶段是人生学习的基础时期，所以在小学阶段融入传统

文化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如今很多人认为，小学学习时期并

不需要去学习深奥的传统文化，只需要会背诵一些简单的古诗词

即可，这样的想法十分不利于小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而如今的

一些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也忽视了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对于传

统文化的课堂教学一般选择常规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简单了解

诗人的情况和创作背景并背诵古诗词，对古诗词中所体现的传统

文化知识缺少深入的讲解，这就影响了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仅仅停留在朗读和背诵的阶段，并没有去理解和认可。

（二）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缺少热情

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文化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严重冲击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而当下又有

很多人更是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反而对我国本土文化十分的蔑视。

传统文化有些抽象，和当代文化相比让人难以理解，但作为一名

小学语文教师，帮助小学生养成主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是

非常重要的。教师在传授中国传统文化时，让学生结合自身的生

活经历去感受传统文化的力量。小学生天生活泼好动，也是正处

于身心快速成长的阶段，所以教师在进行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树

立学生文化自信的同时，也是重视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培

养，将中华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完美融合进语文课堂教学中，也

是继承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三）教师对传统文化的教授不到位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与传承下的文化结

晶，小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学习的兴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教师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传授不到位。所以，教师首先要改

变自己的教学理念，将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全面展示在学生面前，

潜移默化中时刻影响着小学生文化自信心的建立，将优秀文化更

好的传承与发扬下去。只有教师本身提高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才

能够真正帮助学生提高文化自信心。也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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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构建“儒雅”学习氛围，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自信心。

三、小学语文课堂增强学生文化自信的策略

新时期下，小学生文化自信心的培养主要是围绕着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开展的，用丰富

的本土文化不断充实小学生的文化底蕴与价值观，以此来抵制外

来不良文化的影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任务是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其中，让学生在学习与掌握语文

知识的同时，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小学生的文化自信心。

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活动，科学拓宽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范围，

恰当地渗透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在课堂教学之余，帮助学生去

发现与学习传统文化，开阔学生的眼界，增加本土民族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信心。

（一）丰富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科学融入传统文化习俗

内容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文化自信逐渐显现出双重意义，既

是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忧患意识，也是对当下国家文化创新

发展的深刻反思。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传统文化

与地方文化习俗相互融合。比如，在教授关于中国传统节日——

端午节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包纸粽子比赛、观看赛龙舟比

赛、讲讲端午节的小故事等等，以丰富的文化教育形式来进行端

午节文化的学习，提升学生对端午节文化内在含义的认知，让学

生从充满趣味性的小学语文课堂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方

案设计时，应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多元

化的方式教授给学生。同时，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从视觉、听觉、

触觉等等多维度上去体会，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堂教学，进而使学

生在课堂教学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信心。

（二）在课堂教学中，发挥教师的创新能力和引导能力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做到以身作则，时刻影响着

学生去发现了解自己身边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优秀的传统文

化中，更加深入了解自己的家乡文化，让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和民

间艺术走进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增加体验艺术文

化学习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民间艺术和文化经历的认识和

理解，在体验乡土文化的同时，陶冶情操，继承和发扬自己家乡

的文化，领悟各地方的风土人情，在创新体验实践活动中培养小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例如，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带进

课堂，可以选择学生的所熟悉的文化或者选取特色鲜明的民族文

化艺术，像剪纸艺术、刺绣艺术、民族舞蹈等等，依托优秀的文

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载体，引导学生深入探究中国民族文化、

传统民间艺术和各地方的风土人情等等，让生动、有趣味性的传

统文化时刻围绕在小学生身边并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学生在对

传统文化艺术实践学习的过程中，更加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

性，知道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是组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三）改变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能力

在建立小学生的文化自信心的同时，也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

创新能力。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文化自信

融入优秀文化作品中的解说中，把文化创新发展的思想灌输给学

生，促进学生文化创新能力的提高，使其更有创新能力。文化自

信心不仅仅是对已有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更是需要紧跟时代发展

的脚步进行科学的甄别和创新。

创新才是文化繁荣长久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推动文化发展的

源泉，是对文化自信培养提供养分的，只有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才能保证中华文化的先进性。目前，在全球文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大众化的文化形式也正在迅速的发展中，满足了不同群体日益增

长的文化需求，这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信任的重要途径。对于小

学生来说，文化自信的培养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沉淀，更是对本质

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四）开展语文课内外活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

小学语文教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教室里教学，多样的课外活

动更有助于小学生建立起文化自信心。定期举办多样化的语文活

动，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吸引学生主动加入其中，并发挥其

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另外，以语文课本

为基础，开展诗词大会、民间艺术、家乡赞颂等优秀活动。通过

多样化的语文活动，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并树立起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心。以部编版四年级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例，

通过学习文章了解伟人年少时的伟大志向，感受伟人的民族责任

感，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增加民族自豪感。拿当下生活环境

与历史背景相比，增强民族自信，进而获得文化自信。此外，还

可以举办“我能行”的演讲活动，更有利于小学生树立起自信心。

四、结语

简而言之，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发自内心

的认可与肯定。小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课堂

教学中将民族文化深入每一位小学生的心中，这样才能保证我国

文化不断推动国家的繁荣和昌盛。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应将

文化自信心培养融入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创新课堂教学的模式，

帮助小学生提升文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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