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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视野下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语文教学研究
高真真

（利津县高级中学，山东 东营 257400）

摘要：近年来，基础教育中掀起一股“传统文化”热潮，在语文学科、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案例层出不穷，也将其育人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基于此，高中语文教师当明确学生的个性与需求，恰当融入传统文化实施教育，树立高中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建立起伟大的理

想与信念。以此，高中生才能够在枯燥的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中找到乐趣，乐于学习语文知识、乐于探究国学经典、乐于思考名人名言，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不断进步和成长。本文结合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现状与思考、新课标视野下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语文教学的

新思路进一步论述，希望能够为一线语文教师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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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背景下，培育高中生语文素养至关重要，语文教师当

转变教学思路，学习新的理念和方法，争取构建出趣味性与高效

性兼备的语文课堂。结合传统文化丰富教学内容，有助于传承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助于发扬中华民族自强精神；有助于继承中

华民族的优良基因。潜移默化中，高中生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

综合素质不断进步，能够指导学生思维与行动实现知行合一。因此，

高中语文教师当积极响应新课标指导，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传统文

化，充分发挥传统文化育人作用，为语文课堂教学注入新鲜活力。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现状与思考

（一）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占据大部分内容

不可否认的是，应试教育的确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是现阶段教育教学过程中仍然适用吗？答案是不确定

的。当前，基础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语文基础知识依然占据着

重要篇幅，使得语文课堂教学过于枯燥和无聊。而高中生又面对

升学压力，不得不学习和巩固语文知识基础，兴趣与热情自然缺失，

学习动力不足、积极性不强，导致语文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受到

影响。就笔者的观察而言，许多语文教师在讲授有关传统文化的

内容时，仅仅通过语言来解析文言文和古诗词中的词和句，机械

的翻译和解释使得课堂教学十分枯燥，而传统文化中大量的德育、

美育内容被忽视，相当于错过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可见，

现阶段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渗透仅仅停留在形式上，部分语文

教师也没有深化设计和升华课堂，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有

所缺失。

（二）教材与教辅资料是重要的教学内容

高中语文教学内容主要为教材、教辅资料，教师也是进行机

械式、重复式的解说，而忽略了深层次的挖掘和应用。传统教学

模式影响下，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单一，传统文化部分内容更

是不见踪影。最终，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介

绍和背景中，并没能深入挖掘其中的力量与价值，也不能在学习

与生活中应用。久而久之，育人资源无法落实到教育教学中，造

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而学生审美鉴赏能力、语文综合素

质等方面也会发育较缓。就教材与教辅资料中的传统文化篇章来

看，传统文化的价值、国学经典的启示、诗人及词人的精神、文

人志士的风骨等等，都是值得后辈学习与传承的，高中生也应当

潜心研究，进行深层次解读、多维度感悟。这是现阶段语文教学

中缺失的内容，更是语文教师应当深思熟虑教学的重要内容

二、新课标视野下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语文教学的新思路

（一）语文教学中引入国学经典

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可以将传统文化引入课堂教

学，通过诵读和探究国学经典实现传统文化育人。而学生可以在

课堂中系统的学习国学经典篇章，深入了解我国的悠久的历史文

明和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从诵读到理解，从理解到背诵，最终

实现从背诵到实践。这样的教学才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对中学生

教育也将是受用终身的。我们常见的国学经典篇章大多对仗工整，

是经典的古文题材，用词、用句也多为古汉语。那么，研究这样

的经典篇章可以提高学生理解能力、翻译能力，从而增强文言文

的教学效果。由此可见，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教学中，能够深

化学生语文学习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与思想素质，何

乐而不为呢？一线语文教师应当将传统文化渗透语文教学全过程，

争取构建出新型教育模式，真正将现有教学资源的积极作用发挥

到极致。

例如，笔者在教学《〈诗经〉两首》这一部分内容时，常常

结合默读、齐读、诵读的教学方式，先让学生自主学习，对经典

篇章进行初认识、初思考。接着，我会讲述国学经典中包含的主

要内容，并强调故事人物、背景、介绍，激发学生的“国学兴趣”。

每当讲述这样的内容时，学生的眼睛逐渐亮起来，回答问题的积

极性也明显提升。“国学经典包含许多内容，我们耳熟能详的《论

语》就是经部的儒学经典著作，记录着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启

发了后世多少青少年继承儒家思想，致力于将儒家文化发扬光大”。

然后，学会之间需要默契配合，共同完成《诗经》两首的诵读和

齐读，并且在读的过程中感受国学经典魅力，能够将自身带入的

实际场景中感悟与体验。最后，再针对诗经的用词和结构进行总结，

让大家进行完整篇章诵读，以求深刻铭记、拓展实践。这样一来，

学生的国学经典著作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在生活中与学习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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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启发，从而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去主动的探究国学经典

内容。这是一线语文教师乐于见到的景象，更是传统文化融入语

文课堂教学中的典型案例，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借鉴。

（二）语文教学中结合传统节日

实际上，传统节日中也包含诸多传统文化元素，在课堂教学

中拓展传统文化节日颇具影响力。传统节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

常接触到的，融入课堂教学中将根据亲和力、感染力，从而吸引

更多学生参与课堂互动，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在笔者执

教生涯过程中，常常采用介绍的方式拓展语文课堂，也常常由一

篇文章引申到传统节日，带来可更好的教学效果。但是，传统节

日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教学设计应当尽可能精巧、简练，才能够

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语文教师也必须详细、认真地做好调研，

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内容中的文化元素恰当安排。所谓过

犹不及正是如此的道理，相信一线语文教师对此深有体会。在教

学实践中，还应当注意教学内容顺序性、发展观，按照时间发展

顺序、人物出场顺序、问题解决顺序等一步步深入，吸引学生参

与到传统节日探究中来。

例如，笔者在教学《水调歌头》这一部分内容时，都会结合

中秋佳节的由来、习俗、礼节等进行拓展，也常常借助其他诗人

的作品诠释“中秋节”。我们都知道，不同诗人笔下的“中秋节”

寓意并不相同，因此教学设计中当充分考虑诗词引用的连续性。

首先，中秋节在《礼记·月令》中就有记载，不仅仅与古代帝王

的祭祀活动有关，还与农民的农业生产有关。早在春秋时期就出

现了现在的拜月、祈福现象；而农耕中的中秋佳节往往以示丰收

和喜悦，也是诗人、词人常常歌颂的。其次，关于中秋节必须吃

月饼的习俗，也早在隋朝末年的相关文献中记载，逐渐广泛流传

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当我讲述这样的内容时，学生注意力明显

集中了，在课堂中收获了更多见识和成长。最后，我布置了开放

性的作业题，希望学生能够应用课后时间总结中秋节的不同习俗

与文化。许多学生在开放性、实践性的作业练习中表现良好，较

以往的作业情况来看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得不说，这是引用传统

节日教学中重大成果，也是笔者在实践过程中收获的宝贵财富。

因此，一线语文教师当充分结合传统节日弘扬传统文化，争取提

升高中生传统节日兴趣、传统文化兴趣，进而增强学生的思想素

质与文化素质。

（三）语文教学中拓展神话故事

除国学经典篇章与传统节日介绍外，神话故事也是弘扬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高中语文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恰当解析神话

故事，说明故事起因、经过、结果，同时明确故事发展脉络、分

析人物品质等等。众所周知，古代神话故事带有鲜明的神秘感，

我们熟知的《山海经》便是如此。但是，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神话

故事引用当以《山海经》为反例，教育教学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

语文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深思熟虑后设计出的语文课堂才是最

高效、最实用的。教学实践中，语文教师还可以充分结合多样化

教学方式丰富课堂，构建故事情境以期还原故事场景、带入学生

感受是可行的；学生自主探究以期分析人物品质、剖析人物内心

也是可行的；教师进行故事总结以期升华故事内涵、升华语文课

堂也是可行的，也都可以恰当融入教学过程中。

例如，笔者在教学《陈情表》这一部分内容时，就可以融合

相应的神话故事一并解析。每当感到课堂氛围不够活跃时，语文

教师就可以适当引入神话故事缓和来课堂氛围，笔者教学这一课

时习惯用“死当结草”的神话故事来调动学生积极性。传说中，

有一个晋大夫在临死之前嘱咐自己的儿子，希望他杀掉自己的爱

妻，与其殉葬。但最后，晋大夫的儿子把他的爱妻嫁了出去。后

来发生了一场战争，晋大夫的儿子与杜回作战，远远看到一个老

人将杜回绊倒，便顺利的擒到杜回，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最后，

晋大夫之子梦到这个老人，老人居然说自己爱妻的父亲，前来感

谢他的不杀之恩。而陈情表中也正是运用了“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来表达感激之情。当笔者在简述完这样的故事后，学生对文章的

理解更加深刻了，也能够认识到“死当结草”的重要内涵，从传

统文化中窥探到感恩、感激的重要意义。这正是新课标所倡导的，

也是每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希望达到的教学目标。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中语文教师应当积极践行新课程标准，充分发

挥传统文化的育人作用。在课堂教学中，借助国学经典描述传统

文化，以期构建出浓厚的“国学氛围”；还当借助传统节日表达

传统文化，以期传递优良的传统美德；更当借助神话故事解说传

统文化，以期达到思想教育的重要目的。以此，语文课堂教学质量、

教学水平才能够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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