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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传统节日—小学语文教学案例解析
陈小青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中华文化历久弥新，渊源流程，是我国十分宝贵的一笔财富。将中华文化融入教育之中能够达到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学生思

想建设的目的。其中传统节日文化便属于传统文化的一种。传统节日文化教育需要从小学生抓起，将其融入小学语文教育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不过当前，小学语文的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体系的不完善，节日活动的开展不符合小学

生的年龄特征，甚至部分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开展还会脱离现实生活。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本文将根据笔者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深挖在

小学语文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价值，并且分析一下小学语文开展传统节日活动的一些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法，以

此来加强传统节日文化在小学语文中的传播，促进小学语文教学体系改革。

关键词：中国传统节日；小学语文；教学案例

历经前年风霜，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的价值越发突出。但

是与之相反的是我国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视程度反而没有那

么强烈了。面对这种窘境，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且引发了

一系列的文件，提出在传统节日文化的基础上去形成符合时代

潮流的新型节日习俗，积极开展传统节日振兴工作。同时，在

新一轮教育改革中也明确提出要通过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科

学合理的安排活动内容，在小学生感知、实践操作以及体验等

方面给予满足。同时，还需要从学生中深发展的角度入手，遵

循小学生学习与思考的规律，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小

学生营造一个快乐且有意义的童年。在上述背景下，我思考如

果将传统节日文化与小学生教学活动进行结合，整合学校、家

庭以及社区等多方面的资源，为他们创设传统节日文化的优质

氛围以及科学合理的节日活动，进而帮助小学生深入任何传统

节日，从思维上提高他们对传统节日的热爱以及重视程度，从

而实现传统节日文化传播与小学生健康成长的双向发展。下面，

笔者将小学语文与传统节日文化教育进行整合，为其他一线小

学生教师提供指导。

一、案例背景

丰富的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文化情怀。可是，当

越来越多的西方节日文化被人们所接受，重洋节而轻传统节日的

现象日益严重时，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会深感不安。我们

的学生，说起“愚人节、圣诞节”这些洋节日那叫一个神采飞扬，

可对于古老传统的中国节日知之甚少，不是将传统节日与法定节

日混为一谈，就是知道一些传统节日却不知其习俗，对节日的由

来和蕴含的意义就更一所无知了。基于以上认识和了解，本课教

学目标是让学生正确认识和了解传统节日，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

节日，知道它们的习俗、传说、相关诗词等，感受中国传统节日

不仅数量多，而且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激发学生对中国节日文

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二、教学目标与重难点

（一）教学目标

1. 认识“传、统”等 15 个生字，会写“贴、街”等 9 个字，

会写“节日、春节”等 12 个词语。

2. 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 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能按时间顺序排序。联系生活，选

一两个节日，说说自己是怎么过节的。

（二）教学重点

正确识字、写字。

（三）教学难点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激发学生对中国节日文化和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三、精读课文，品味传统节日

（一）红红火火中国年（春节，正月初一）

1. 我们每年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是什么节？（出示词语：

春节）

为什么叫春节呢？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用盛大的节日迎接春天。

2. 春节，我们会做些什么？（出示第一句话）

3.“贴窗花”。

（1）指名读“贴窗花”，一张普通的红纸，可以剪出各种图案。

（2）出示各种窗花，你喜欢哪一种窗花？

引导学生观察窗花图案的丰富内涵，知道人们借助窗花来表

达对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祝福。

（3）我们来贴窗花，送上自己的祝福。指导读“贴窗花”。

（4）过年，我们会贴窗花，还会贴什么呢？

（5）一双巧手，贴出美好祝福，更贴出中国人的智慧！（齐读）

4.“放鞭炮”

（1）古人为了把“年”这个怪兽赶跑，纷纷放起鞭炮。

指导读“放鞭炮”。

（2）鞭炮又叫“爆竹”，诗人王安石有一句诗这样写道：“爆

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5. 老师引读：春节到，人欢笑。贴窗花，放鞭炮。

（1）春节，我们和家人还会做什么呢？和同座说一说。

（走亲访友、得压岁钱、吃团圆饭、看春晚等等）

（2）品读词语“人欢笑”。

红红火火人欢笑，喜气洋洋人欢笑，团团圆圆人欢笑，其乐

融融人欢笑。

6.红红的窗花，红红的鞭炮，红红火火，中国年！（齐读第一句）

7. 小结：春节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是春天里的第一个节日。

所有的中国人，包括远在海外的华人，在这一天，这一刻，都会

一起欢度这个传统节日。（齐读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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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热闹闹元宵节（正月十五）

1. 春节过后十五天，我们迎来第二个传统节日。这天我们又

会做什么呢？自由读第二句。

学生自由表达：看花灯、猜字谜、吃元宵等。

2. 元宵节当然要吃元宵啦！出示词语“元宵”

3. 吃完元宵，我们去“看花灯”

（1）指导读“看花灯”。

（2）花灯可不是只有花的造型，她千姿百态。

出示图片：它可以是一匹马，一只凤凰，一条龙、一条鱼，

一个财神爷，一个故事，一个擎天柱。

小结：中国在变美，花灯也变得更绚丽。

（3）看花灯，猜灯谜（出示灯谜：舟、团、宵）

4.“宵”是夜晚的意思，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就是元宵节，

它的夜晚最热闹！

（1）出示视频：天南海北的人们是怎样闹元宵的呢？我们一

起去看看（游花灯、舞龙灯、舞狮子、打树花）

（2）这些习俗点亮了元宵节的夜空，人们争相赶来观看。（指

名读第二句）

（3）今天，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怎样的元宵节？

元宵节为人们念念不忘的春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5. 小结：汤圆的馅变得越来越丰富，花灯变得越来越亮丽，

不变的是如汤圆般团团圆圆、相亲相爱的家人。（齐读）

（三）天清地明清明节（4 月 5 日前后）

1. 春天里最后一个传统节日，是“清明节”。在这一天，我

们会做些什么呢？自由读第三句。

学生交流：去扫墓，在桌子上摆上水果，插上香等。

2.我从网络搜寻了与“清明”有关的动漫视频，播放给学生，

从而给出了清明节这个主题。让学生们从思想上开始对清明节有

了解。出示“祭”：下面的“示”就像一张桌子，也就是祭台；

上面的“ ”表示肉，也就是供品；“ ”就像一个人的双手。“祭”

表示用双手恭恭敬敬地将供品放在祭台上，这就是祭扫。

3. 我们用这些隆重的仪式来纪念逝去的亲人。此时，有一句

诗会涌上心头——

出示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齐读）

4. 清明这一天我们还会做什么呢？

远足，踏青，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5. 品读理解“清明”。

6. 小结：最美人间四月天，美在这清明的天空，更美在我们

陪伴亲人、思念故人的那份真情！

（四）回顾传统节日

1. 从正月初一的春节，到正月十五的元宵，再到 4 月 5 日前

后的清明节，这些传统节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不仅仅是日历上

的一个日期，伴随着这些习俗传统节日带着祝福、带着智慧，融

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血脉里！

2. 了解不同节日的习俗

四、案例总计和反思

（一）反思

1. 教师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不深刻

中华传统节日起源较远，不同的朝代都对其进行完善，进而

形成为了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传统节日文化。这注定了传统节日

文化内涵丰富，庆祝方式因为地区的差异而产生变化，存在着多

个版本。教师在组织小学生开展传统节日文化的时候，需要从诸

多的版本和信息中心找到有益于小学生，且符合小学生身心发育

规律的内容。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传统节日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以及深刻的认识。但是小学生教师因为工作忙或者对于传统节

日文化重视程度不够等多种因素，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仅仅

局限于浅层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剖析其中的内涵，也没有办法将

传统节日活动开展的意义形象生动地讲给小学生们。在这种背景

下，小学生也只能够感受到传统节日活动的娱乐性，很难在情感

上有一定的丰富。

2. 传统节日活动教育体系不完善

现阶段，部分小学开始将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纳入到了教育大

纲之中。在特殊的节日里，小学会举办相应的主题活动。如在中

秋节，教师会组织“一家人过中秋”的主题活动；在春节前期，

教师则会组织学生开展“欢欢喜喜过大年”的主题活动等。但是

这些主题活动在开展的时候呈往往呈现出片段化和零碎性的特征，

并没有形成现目前教育体系。之所以出现这种的现象，主要是因

为教师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大多是以教材为主和教学大纲为主，

并没有考虑带当地的实际典型节日活动，受到的局限性比较强。

（二）总结

1. 分学段、有序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小学低年级以培植情感为主，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启蒙教育。

从识字、读诗、知晓仁人志士故事，了解家乡生活习俗、传统节日、

礼仪文化入手来感受传统情怀。小学中年级以提高学生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感受力为重点，从学习书法、诵读经典着手，感受民族

文化艺术的魅力，高年级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力为重点，注重认知与行为的结合，从各种文化体验中提升民族

自豪感和民族归属感。

（二）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

1.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方法，采用“1+x”模式，

单独设科，每周至少一节传统文化课，再者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

各科教学、各类活动之中，注重开发和利用社会、家长、网络资源，

构建校内外结合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格局。

2. 开发以传统文化教育为核心的主题活动课程，如中华礼仪

课程、传统节日课程、中国书画课程、音乐戏剧课程等。

3.将中国传统节日与语文教材之中耳熟能详的诗句进行结合，

用诗句来还原传统节日的意境，利用传统节日的内涵、活动以及

背景来解释复杂的古诗句，而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具有较为

明显的促进效用，对于学生整体进步来讲有着较为明显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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