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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左国俊 

（甘肃省临夏县莲花初级中学  甘肃临夏  731800） 

摘要：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兼具较高的人文性与综合性，而且初中语文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在教学过程中进行

传统文化的渗透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而且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以及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因此作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要

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对此笔者开展此次研究，旨在此与广大的教师同仁共同探讨，以有效促进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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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学校教育中融入传统

文化，而且相关的教育部门也为此制定了相关的制度与政策。作为

民族的未来以及国家的希望，学生的文化素养、道德品质直接关系

到我国未来的发展。作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加强传

统文化的渗透，除了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之外，还有利于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同时也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对此，笔者开展

此次研究，针对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与看法，现进行如下报道。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渗透的重要意义分析 

（1）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其蕴含着较多的传统文化，利用学科优势

进行传统文化渗透，能够让学生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熏陶，学习到

古人身上的优良品格，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

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的自豪感[1]。尤其是近年来，经济水平发展迅

速，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相对较高，与国际间的交流也在不断增多，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渗透能够使得学生增强对于中华

文化的理解与认知，从而使其在与外国友人进行交流时自然而然的

释放出强大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自信[2]。 

（2）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初中阶段的学生还处于思想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加强其思想道

德标准建设一直都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中之重。而且近年来，网络

发展迅速，其鱼龙混杂，对于明辨是非能力较低的学生而言，其容

易沉迷网络或者发生价值观的偏差[3]。利用语文的学科优势，对学

生进行传统文化渗透能够让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积累正能量的

道德观体系，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 

二、中华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具体呈现 

（1）精神方面 

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包含有较多的古诗词，其中蕴含着我国悠

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精神，其中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的如文

天祥的《过零丁洋》舍身为国、铁血丹心，表现了诗人担心国家命

运而感到悲痛以及愿意以死明志、捐躯报国的豪情壮志[4]；表达自

强不息的积极人生态度的如李白《行路难》中的“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再比如《精卫填海》中的精卫虽然知道自己的

力量很微小，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寻找小石头小树枝填补夺走他生命

的大海；表达努力拼搏、执着向上精神的如《登飞来峰》中“不畏

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再比如《望岳》中的“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表达思乡思亲、友爱相扶之情的如《次北固山

下》中的“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再比如王勃《送杜少府之

任蜀州》中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等[5]。 

（2）知识方面 

初中语文教材中往往配有较多的水墨画，这些精美的作品不仅

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而且能够使课本更加饱满而

又充实，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让学生感受到中华书画的力量，学

习到相关的绘画知识[6]；除此之外，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学生们还

能领略祖国山川的大好风光，学习到相关的历史知识，如《苏州园

林》、《中国石拱桥》等，这些古建筑不仅仅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而且还能让学生们通过历史建筑感受到古人的智慧，激发对语

文知识的学习兴趣，增强文化自信[7]。 

三、现阶段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不足之处 

（1）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落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

不足 

近年来，随着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重视程度增加，但部分教师受既往传统应试教育观念影响较深，

未能及时有效的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其教育思想相对比较滞

后，从而导致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足，使其在初中语文

的实际教学中未能有效开展传统文化渗透[8]。另外有相关的研究指

出，部分教师面临着较大的升学压力以及科研压力，这也是导致部

分教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9]。 

（2）教学手段单一，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不足 

部分教师往往在教学中采用单一的教学手段与方式，虽然在初

中语文教材中包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但未被教师深度挖掘[10]。

有相关的研究学者指出，部分教师在对含有传统文化的相关课文、

古诗文等进行教学时，未能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工作，未能深度挖

掘其中蕴含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只是单一的按照教学要求进行相

关教学活动，甚至只是让学生理解这些课文、古诗文的字面意识，

从而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渗透不足，另外，这样的教学方式也无法有

效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11]。而且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信息技

术的发展以及在教育行业中的广泛应用，大部分学校依托现代信息

技术开展教学活动，以期能够促进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这虽

然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出

现了部分教师过度依赖多媒体等现代科学信息技术的现象，甚至在

教学过程中无论何种教学内容，均长期采用学生播放 PPT、课件等

方式，未能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久而久之，影响学生对语

文知识学习的积极性[12]。 

四、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策略分析 

（1）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宣传，积极引导教师转变

教育教学理念 

作为我国的瑰宝，为了更有效的加强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

中的渗透，相关的部分应该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如开展形

式多样的讲座、论坛等，从而积极引导教师转变教育教学理念，使

教师能够充分认识到在其教学活动中进行传统文化渗透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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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将其作为一种内在动力，促使教师不断创新语文教学手段与

方法[13]。 

（2）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

与重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者，是学生在学习路上的引路人。

在当下阶段，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存在着对于传统文化了解不足的现

象，更不用提对于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渗透了。针对这一问题，除了

上述积极引导教师转变教育教学理念之外，相关的教育部门及学校

方面还应该加强对初中语文教师的队伍建设，一方面提升教师的专

业素养，另一方面有效提高教师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与重视，

从而促使其能够充分基于学情与教学内容，深度挖掘教材中、生活

中的传统文化素材，并将其灵活、合理的融入至学科教学中[14]。而

且相关的教育部门及学校方面也可以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或者将

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纳入到初中语文优秀教师的评选之中，与其绩

效、奖金进行挂钩，鼓励教师不断学习传统文化并在语文教学过程

中渗透传统文化[15]。 

（3）利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

趣 

有相关的研究学者指出，为了更有效的促进传统文化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的渗透，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利用多样化

的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16]。例如，可充分利

用现代化的教学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创设相关的教学情境，增强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体验感，从而激发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再

或者，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及学情巧设问题，并层层递进，通过问

题诱导的教学方式激发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17]。 

（4）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开展多元化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内化与应用 

有相关的研究学者指出，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传统文化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的渗透，单单依靠教师的课堂教学输入是不够的，还应该

基于学生生活有效开展多元化的实践活动，一方面，让学生认识到

传统文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是融入在我们生活中的，另一方面，

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内化与应用[18]。例如，在假期时组织学生走

出校门，走进历史博物馆，让学生们接受历史的熏陶，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或者还可以走进敬老院、走进福利院等举办相关的敬老爱

幼活动等[19,20]。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与其他学科相比，初中阶段的语文教材中含有大量

的传统文化知识，如古诗词中所表达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

人生态度以及相关课文中所呈现出的历史知识、绘画知识等等，作

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加强对这些传统文化的渗

透不仅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知识修养，更加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

自信以及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虽然现阶段由于多种因素影

响，出现教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足以及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足等现状，但笔者总结既往的教学实践经验并查阅相关文献后认

为可以通过相关的策略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如相关部门应加大对

传统文化的宣传，积极引导教师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加强对教师队

伍的建设，提高教师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与重视；利用多样化

的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结合学生的实

际生活开展多元化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内化与应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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