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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渗透 
方春霞 

（周口市扶沟县城关镇回族小学） 

摘要：语文课程具有立德树人的重要教学功能，相比起其他课程而言，其优势要更加显著。自新课改实施以来，核心素养的培

养目标成为教育界共识，文化的理解和传承和语文核心素养内容之一，更要求语文教师加强关注，采取合理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对文

化的理解，形成保护和传承文化的意识并自觉在今后的生活中践行保护弘扬文化的行为。综合上述背景，现阶段的小学语文教师需

要重点研究和探索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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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愈加受到全社会民

众的关注与重视，要想加快推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优秀传

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直接有效的手段就是教育，通过教育来使

传统文化和课堂教学有机融合。而语文学科本身就根植于传统文化，

在引导学生展开对语文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同时渗透对学生的传统

文化教育也非常重要，这不仅可以提升语文课程的教学效果，更能

够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豪感，培养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意

识和信心，从而 大程度地展现语文学科的育人价值，促进学生良

好个性和品质的养成。小学语文教师就一定要对传统文化在自身课

堂教学中的渗透加以研究和探索。 

一、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渗透的意义 
（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当前社会中泛滥着各种各样的思潮和价

值观，国外多元文化的进入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大

众特别是学生群体，大部分都将注意力投入到了对新文化的追捧与

喜爱当中，对于传统文化则置之脑后，不管不顾，部分经济不发达

的地区甚至还保留和宣扬一些糟粕文化，阻碍了社会精神文明的建

设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更让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被埋没。通过在

教育领域渗透传统文化，基于语文学科的特点来实现传统文化的有

机渗透，可以从小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学生传承和弘扬优秀

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 

（二）助力学生正确价值观形成 

小学阶段的学生如同一张白纸，可塑性极强，因此教师的教育

工作效果会更加明显，但与此同时，学生由于互联网环境的影响也

会受到多元思潮的冲击，然而认知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能力的

小学生却很难辨别纷繁复杂的信息，过度追捧和喜爱一些价值观不

正确的文化内容，甚至因此而摒弃所有的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

都是糟粕。这对于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非常不利，所以小学语文

教师应当明确自身育人职责和使命，要通过文化渗透和学科引领促

进学生正确思想价值观的形成，使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提高，

从而不偏离正确的学习和成长方向。 

（三）提高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质量 

小学语文作为 基础的课程，在过去的教学中教师一直采取的

是理论灌输的方法，学生只能被动接收和储存知识，而无法实现对

语文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也缺乏了个性展示的空间，这种刻板压抑

的学习氛围使得学生的动力逐步降低，教师的工作成效也不明显。

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要求语文教师加大课堂教学改革力度，在学

科核心素养目标的指引下，教师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以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从而推动语文课堂教育教学工作质量提升。 

二、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小学阶段是学生开始系统语文学习的时期，是学生筑牢语文基

础、为其他课程学习做好铺垫的关键时期。习能力的关键时期，这

为学生今后的语文乃至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语文教

师要提高教学成效，就必须要对语文学科的特征、课标的要求和目

标以及学生的学情有充分的把握，由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来

推动学生知识积累和语文能力的突破，加强对学生语文听说读写几

个方面的科学指导，保证学生语文学习效果的提升。学生的语文学

习应当是快乐、轻松而有价值的，并非单纯是为了在语文考试中取

得一个好成绩。基于这样的教学认识，教师就应该主动对课堂教学

策略进行创新，在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内涵有充分把握的前提下，

从文化这一角度出发，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趣味和实效。 

（一）在识字写字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汉字是语文学习的基石，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汉语

言文字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语文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学生

在前期由于自身知识积累的有限，所以教师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帮助

学生识字、认字，然后再写字，从字的结构、拼音到字的意思和表

达，既是让学生认知水平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让学生了解传统文

化的过程。比如，为什么汉字会产生？汉字是如何产生的？早期的

汉字是什么样的？这些都需要学生了解。而语文教师就可以渗透中

国神话故事，通过引入仓颉造字的典故，结合史料来使学生了解汉

字的起源和发展，从语文学习的源头使学生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如此可以充分激发学生对深入开展语文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二）在课堂阅读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板块，是学生获取更多知识信息的主要

手段，也是学生了解更多文化知识，开阔自身文化视野，提高自身

认知水平的渠道，是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

在目前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也不乏很多涉及文化的内容，典

型如唐诗宋词，就是学生了解和学习优秀传统文化 好的素材。语

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一定要充分挖掘和整合教材中的文化资源，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手段来为学生呈现，帮助学生深入体会

其中的文化内涵和韵味。例如，在讲三年级古诗《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时，语文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中的注解并结合一些

课外的材料来让学生了解该古诗创作的背景，引导学生探究这首古

诗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和情感，进而导入与我国传统节日—重阳

节相关知识内容，让学生了解重阳节始于古人对天象的崇拜，主要

活动就是祭祀祭祖，以感恩祖先恩德。再比如，讲到《盘古开天地》

这篇课文时，语文教师又可以和学生展开互动，询问学生所了解到

的其他中国神话故事和历史典故，从而与学生共同探究 5000 年的文

明历史。 

（三）在课堂写作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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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和写作一样，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板块，同时又是彰显学

生语文学习成果、体现学生语文素养的内容。而要让学生建立对语

文和传统文化之间紧密关联的认识，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传统

文化，语文教师又需要在写作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在写作教学中

对于传统文化的渗透， 主要的方式就是围绕传统文化这一主题使

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小学语文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结合自身在课堂

学习以及在课后拓展活动中所收集起来的有关传统文化的材料，比

如成语故事、寓言神话、谚语、歇后语、传统节日、历史人物等等，

和学生共同学习，然后让学生围绕作文题目进行写作表达，学生可

以就某一个历史故事来进行更加细致的叙述与描绘，也可以表达自

己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看法和感受，更可以围绕一些有

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议论，表达自己的见解。当然教师还可以让学

生将自己的历史知识积累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比如，语文教师可

以为学生讲解中国历来所推崇的孝文化，引入一些著名的典故，围

绕该文化主题来让学生进行协作练习，鼓励学生联想自身的日常生

活，整合能够体现出孝的案例，进行创作表达，进而顺利实现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四）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调节学生状态 

由于小学生年纪低下，各方面能力发展还不完善，所以学生的

自我管控能力和约束能力较差，不能够长时间在课堂学习中导致自

身注意力的集中，对语文学习建立长久的耐心。语文教师在上课时

经常可以发现，当教师上课上到一半，有一部分学生就会表现出学

习倦怠，转移注意力去做其他与语文学习无关的事情。而学生的专

注力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语文教师要避免操之过急，要遵循循

序渐进的原则，当发现学生出现学习倦怠时，语文教师就可以借助

优秀传统文化来调节学生的不良学习状态，使学生能够快速恢复活

力。比如，语文教师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悦耳动听的传统音乐、器

乐，如二胡、古筝、古琴等，来让学生接受优美动听的音乐的熏陶。

再比如，基于小学生爱玩游戏的特点，语文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融

入一些传统的民间游戏项目，如猜谜语、绕口令、击鼓传花等等，

猜谜语和绕口令可以围绕着语文的知识内容来进行，一方面能够考

查学生的知识积累情况，另一方面又可以扩充学生的知识储备。如

此一来，便可以充分激发大部分学生课堂学习和参与的动力。 

三、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课外教学中的渗透 
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已经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从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学生的语文学习空间更加广阔，学

习也更加开放自由，这是强化对小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以及良

好学习习惯的契机。语文课堂上，因为课时的有限，语文教师虽然

能够为学生补充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但总体而言，学生对于传统

文化的了解依然远远不够，所以离不开学生在课外阅读中的补充与

完善。因此，小学语文教师更应当注重传统文化在课外延伸中的渗

透，引导学生自主拓展积累更多有关优秀文化的知识，进一步加深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印象。 

（一）立足学生兴趣，推荐国学经典，发展阅读个性 

尽管我国有着悠久且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但是对于小学生而

言，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优秀以及糟粕传统文化

的辨别与判断离不开语文教师和学生家长对于学生的科学指导。小

学语文教师要注重语文课堂教学与课外延伸之间的衔接，注重传统

文化的全程渗透，就必须牢牢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对学生的学情

有切实的了解，继而才能够发挥教师的专业指导作用，在课堂上引

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探究兴趣，在课后能够帮助学生继续发展其对

传统文化的探究动力。学生在自主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教

师可以适时为学生推荐一些渠道和资源，这样一来，学生的文化素

养才能够逐步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良好习惯才能够 终形

成。 

基于当前“双减”政策落地的背景，要求教师要尽力减少学生

的课后作业负担，那么语文教师就可以以创新和优化课后作业设计

为契机，强化学生的课外阅读拓展，发展学生的阅读个性和兴趣。

教师可以以教材中的知识内容为线索，为学生推荐课外更多与传统

文化有关的语文内容，比如古诗词作品、历史典故、神话故事，为

学生推荐相关读物，并给学生制定一定的阅读要求，将其作为学生

的课后作业，这样可以让学生提高对认真完成作业的动力和信心，

又可以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和文化素养。当然，语文教师更应当尊重

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学生就自己的需求来探索更多国学经典。 

（二）开展文化实践，深入社会生活，丰富文化体验 

实践活动相比起理论授课而言，更受学生的欢迎，也更能够加

深学生的体验和印象。课堂上教学时间的有限无法保证语文教师每

一节课都能为学生组织开展以文化为主题的语文实践活动，但是在

课后，学生就有更多机会来参与文化实践。小学语文教师依然可以

将实践活动作为作业创新的形式之一，在课后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

组，鼓励学生完成小组作业。比如可以是让小组收集、整理更多的

古诗词、谚语、歇后语、成语、寓言故事等；可以让小组就某一个

历史典故来进行角色扮演，创编情景剧；可以小组练习诗歌朗诵、

古文诵读。此外，学生不仅仅可以完成教师所布置的文化类实践活

动作业，更能够从自身兴趣角度出发，参与绘画、书法等文化实践。 

（三）注重言传身教，树立文化榜样，营造浓郁氛围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古人在待人接物方面都非常注重礼仪

和细节，值得今人借鉴。小学生又处于喜欢模仿他人的阶段，考虑到

学生这样的特点，小学语文教师就可以发挥自身对学生言传身教的作

用，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积极为学生做好表率。不论是在课堂

教学，还是在课后与学生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教师都要注意自身言

谈举止，多使用一些文明礼貌的用语。比如在节日期间，教师就可以

为学生介绍一些常见的祝福语，“福星高照，一帆风顺，万事大吉”；

在邀学生做一些事时，教师可以用到“请”字；在称呼学生的家人时，

可以说“令尊，令慈”，同时要让学生了解，在长辈面前，晚辈一般

会用到“后学、晚生”等谦称；在赞叹学生的友谊时，可以用到“金

兰之交”“君子之交”等典故，学生在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自然

而然会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注重文明礼仪。 

结语 
综上，传统文化历经时间的锤炼和历史的考验得以保留至今，

糟粕和精华皆有，只有不断推陈出新，进行批判继承，才能够使传

统文化始终与时俱进，彰显时代价值。而将传统文化教育和基础教

育与教学有机结合，可以充分展现其育人价值，使其得到创新发展。

小学语文教师一定要对传统文化在自身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渗透加强

研究，总结有用经验方法，推动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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