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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与传承研究
陈青慧

（淮安市洪泽城南实验小学　江苏　淮安　223100）

【摘　要】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不仅是历史的瑰宝，更是民

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小学语文教材，作为孩子们初步接触并学习文学与文化的桥梁，肩负着传承和发扬传统文

化的重任。然而，在现代化进程加速、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如何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更有效地发掘和

传承传统文化元素，成为了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致力于深入探究小学语文教材中传统文

化元素的发掘与传承之道，旨在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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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语文教材，构成了

新时期语文教育改革的关键一环。此举不仅为语文教

育引入了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而且能够给予学生正

面的文化熏陶与启迪，深化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解与喜爱。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说，将其融入语

文课堂，有助于突破传承的瓶颈，推动文化的延续与

创新，对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育中

的融合策略，旨在提出有效的建议，为后续语文教学

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融入策

略

1.1 强化立德树人，促进全面发展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着重强

调了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旨在塑造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中，文化自信作为核心

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与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因此，在小学语文

教材中融入传统文化内容，对于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

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过程也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其个性的完善与全

面发展。

1.2 拓宽学生视野，传承文化精髓

在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的涌入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构成了挑战。由于部分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对传

统文化的重视不足，许多中国孩子对外来文化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而对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小

学阶段作为学生思想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应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

国历史、伟大民族人物以及各地的传统节日、民俗风

情等。这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拓宽其视野，

还能培养其优秀的品德，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3 丰富教学内容，营造活跃氛围

传统文化是一座庞大而丰富的宝库，涵盖了诗词

歌赋、成语故事、历史典故、传统节日等多个方面。

将这些内容融入小学语文教材，可以使教材不再局限

于单一的课文和知识点，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和生动。

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文化元素，

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此外，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融入语文教材，并结合实际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为其创造一个充满文艺氛围的学习环境，

从而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2 小学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与传承路

径

2.1 探索汉字精髓，延续书写艺术传统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深入探索汉字的奥秘与传承

书写艺术，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环节。汉字不仅是

语言交流的基础，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蕴含着深厚

的历史与文化底蕴。通过细致探究汉字的构造原理、

字义变迁，可以帮助学生领悟汉字的丰富意蕴，从而

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此同时，结合书法教学，

让学生在书写实践中感受汉字的艺术魅力，培养审美

能力和文化素养。这一教学方法旨在通过汉字与书法

的学习，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体会传统文

化的独特韵味。

以一年级上册的识字课程《古对韵歌》为例，教

师可以充分利用其中的汉字，引导学生深入探索汉字

的奥秘。例如，在“云对雨，雪对风”这一句中，教

师可以展示“云”“雨”“雪”“风”等字的甲骨文、

金文等古文字形态，详细讲解它们的构造原理及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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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例如，“云”字的甲骨文形态仿佛展现了天空

中舒卷的云层，“雨”字则形象地描绘了雨滴从天而

降的场景。通过这样的讲解，学生不仅能直观地理解

字义，还能深刻体会到汉字的象形之美与会意之妙。

在讲解汉字的同时，教师还可以融入书法元素，让学

生领略书写的艺术魅力。教师可以展示楷书、行书等

不同字体的书法作品，引导学生观察并比较不同字体

之间的差异与美感。随后，教师可以亲自示范书写《古

对韵歌》中的汉字，指导学生观察笔画的顺序、方向

和力度，感受书写的节奏与韵律。此外，教师还可以

设计富有创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深化

对汉字和书法的理解。例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汉

字画”创作活动，让学生根据自己对《古对韵歌》中

汉字的理解，用画笔描绘出相应的场景或意象。这样

的活动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能让他

们在实践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2 强化古诗文教学，深化传统文化教育内涵

《语文课程标准》清晰界定了语文的角色：它是

关键的交际工具，亦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其

特性在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融合。此标准着重指出，

学生应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从

中汲取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

中，为有效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全

面掌握古诗文的基础知识，涵盖格律、韵律以及词语

的深层含义。通过深入挖掘古代诗文，学生可以深入

理解古代文人的思想情感，进而体会传统文化的深远

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设计诗词对比活动，

如比较同一诗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作品风格与表现手

法，以此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同时，教师还

可以借助视频、音乐、图片等多媒体手段，丰富教学

内容，并组织诵读比赛，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古代诗

词的文化精髓。

以《次北固山下》为例，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

示山林景色、山泉流水以及相应的背景音乐，营造与

诗歌相匹配的氛围，帮助学生深切感受“客路青山外，

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所描绘的意

境。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小组讨论或展示活动，让

学生在互动交流中深入理解诗词的意境与内涵，增添

学习的趣味性。再以《春望》为例，这是唐代诗人杜

甫的代表作之一，诗人运用律诗的结构与手法，表达

了对社会现状的深切关怀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详细讲解《春望》的韵律与格律，

帮助学生理解律诗的构成特点，并进一步分析诗句中

的词语含义与修辞手法，如“梅花”“鸟啼”等词的

象征意义以及反复运用的修辞技巧。同时，教师还可

以将这首诗词与其他时期的作品进行对比，引导学生

探讨不同历史时期诗词表现手法与文化内涵的变迁，

从而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通过将诗词教学与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与

意义。例如，在教授《春望》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思考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与问题与当今社会的联系，

激发学生的思考与创新能力。这样，学生不仅能在语

文学习中获得知识，更能深刻领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为其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2.3 沉浸传统故事，感悟智慧与道德真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通过聆听传统故事来领悟其

中的智慧与道德，是挖掘与传承传统文化精髓的有效

途径。传统故事，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人生智慧。通过生动讲述这

些故事，学生不仅能领略古代社会的风貌，还能从中

汲取智慧和道德的养分，激发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同时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人文素养。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精心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传

统故事，并以其生动的讲述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挖掘

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以

三年级上册的《司马光》一课为例，教师可以通过讲

述司马光的故事，带领学生走进古代儿童的生活与教

育世界。故事中，司马光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敢担当，

展现了古代智慧与道德的典范。教师可以细致剖析司

马光砸缸救人的情节，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古代社会对

勇敢、智慧和仁爱等道德品质的崇尚。进一步地，教

师可以通过解读故事中的道德观念，帮助学生深入理

解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例如，司马光在危急关头没

有逃避，而是勇敢地承担责任，这正是传统文化中“勇

于担当”精神的体现。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和

思考，让他们深入领会这种道德品质的内涵，并鼓励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

课文内容，设计创意十足的教学活动。例如，组织学

生进行角色扮演，让他们亲身体验故事中的人物和情

感，通过情景剧表演来感受道德情感的力量。或者，

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探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

类似情境时会如何决策。这些活动不仅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还能让他们在实践中深化对传统文化道德

观念的理解，从而更加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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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融入传统节日，探寻文化根源之美

传统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鲜明标志，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在遵循文化育人理念的基础上，

教师深入挖掘教材中与传统节日相关的内容，将其作

为引领学生探索传统民俗文化的窗口，不仅能够极大

地丰富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还能提升教学设计的全

面性和深度。

教师应充分利用传统节日这一契机，结合具体的

文章内容，与学生共同追溯节日的起源，探寻习俗的

由来，以此提升学生的文化认知层次。以《三月桃花

水》一课为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万物复苏”

的春日景象，如“三月的桃花水，是春天的竖琴”“三

月的桃花水，是春天的明镜”等生动描述，均凸显了

文章对春天景致的赞美。针对文章的这一特色，教师

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巧妙融入“节气”这一传统文化元素，

引导学生将文章中的语句与特定的节气相对应，这样

既能加深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又能让他们惊叹于

古人通过观察天象来计算节气规律的智慧，从而更加

深入地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例如，当讲到

“啊，河流醒来了！”这一句子时，教师可以顺势引

入“惊蛰”节气，解释其标志着春天的到来和万物的

复苏；而当提到“它看见燕子飞过天空，翅膀上裹着

白云”等描绘时，教师可以介绍“春分”节气，并同

步讲述与这些节气相关的传统习俗，以此实现传统文

化元素在教学中的有效融入与传承。

2.5 诵读国学精粹，涵养文雅风范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通过诵读国学精粹来培育学

生的文雅风范，是挖掘与传承传统文化元素的关键一

环。国学精粹深藏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与人生哲理，学

生通过诵读这些经典之作，不仅能领略古典文学的韵

律之美，还能在无形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逐渐培

养出一种独特的文雅气质。这种气质不仅体现在学生

的言行举止上，更映射出他们内心的修养与文化积淀。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精心挑选适合学生年龄段的国

学经典，通过引导学生诵读、理解和感悟，使他们逐

步领略经典文化的独特魅力，进而涵养出与众不同的

文雅风范。以六年级上册的文言文二则《伯牙鼓琴》

与《书戴嵩画牛》为例：在教授《伯牙鼓琴》时，教

师可以通过诵读引导，让学生沉浸于文中的意境之中，

感受古代音乐艺术的无穷魅力。在诵读过程中，教师

应指导学生把握语调的起伏变化，体会文言文的韵律

之美。同时，结合课文内容，讲述伯牙与子期的知音

佳话，引导学生领悟友情的深厚与真挚，从而培养他

们珍视友谊、注重心灵沟通的文雅品质。对于《书戴

嵩画牛》，教师可以通过诵读与讲解相结合的方式，

让学生领略古代绘画艺术的精湛与深邃。在诵读环节，

教师应鼓励学生展开想象，感受文言文的精炼与生动。

同时，结合课文内容，探讨戴嵩画牛的神韵与技艺，

引导学生欣赏艺术之美，提升他们的审美情趣与艺术

修养。此外，教师还可以围绕这两篇文言文，设计一

系列富有创意的教学活动。例如，组织文言文诵读比赛，

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文言文的韵律之美；或者开展以

“知音”与“艺术”为主题的研讨会，鼓励学生各抒

己见，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这些活动，

学生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国学经典的内涵，还能在参

与过程中逐渐涵养出文雅的风范。

3 结语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深入探讨小学语文教材中传

统文化元素的挖掘与传承策略，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

可行的路径，更有效地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之中，

以促进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民族精神养成。这些策略不

仅丰富了语文教学的内容，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方

位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的平台。在实施这些策略的过

程中，教师们通过生动有趣的教学活动，如诵读国学

经典、讲述传统节日故事以及结合课文内容进行文化

拓展等，激发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学生们

在这些活动中不仅能够领略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还能在实践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培

养出一种对本土文化的深厚情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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