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7

初中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探析 
宁贵山 

（甘肃省武威第九中学  733000） 

摘要：本文主要从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意义及策略两个方面重点阐述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

生们正确的三观，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促进他们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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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正处在成长时期，他们自身的文化底蕴、知识体系发展

还不成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受还不够深刻。因此，

语文教学就成了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如果在

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合理渗透传统文化，就能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等，并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促进学生养成深厚的人文底蕴

与博大的民族情怀，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意义 

传统文化是最能体现我国独特民族特色与民族精神，弘扬历史

发展遗留的重要思想、文化精神与艺术宝藏的重要依据，是社会与

国家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永恒动力。作为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

载体，初中语文教学在素质教育理念背景下，实现传统文化内涵与

精神的渗透，已成为初中语文教学改革不可忽视的关键所在。因为

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心理、生理、思想等方面共同发展的时期，

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尚未发展成熟，其是明辨是非能力也处于

形成和发展阶段。所以在此阶段将传统文化渗透于初中语文教学

中，对于培养学生语文素养与综合品质，帮助其形成优良品德，促

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与传统的初中语文教学

活动相比，传统文化的渗透让语文教学内容、形式变得更加丰富，

更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其身心投入语文教学活动当中，

从而起到陶冶学生思想情操、形成良好语文素养、培养学生成为社

会所需高素质人才等关键性作用。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

教学中的渗透，意义重大且势在必行。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策略 

（一）在课内教学中渗透 

在初中语文教材内容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多，我们要

充分利用起来在课内教学中渗透解析，教育学生们传承传统文化，

就要深入挖掘教学素材中的传统文化内容，可以通过精心筛选，深

入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内涵，对教材中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字、句、词、

篇和所表达的主旨等方面，进行深度与广度的挖掘、探究，便可实

现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和初中语文教学有机结合，起到良好的传

统文教育熏陶作用。除挖掘教材内容中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全身心融入到传统文化的学习当中，引导

他们发扬传统文化。因此，初中语文教师要时刻将学生放到主体地

位，以丰富学生知识技能、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等方面为切入点，

通过详细解读、注释理解文本内容，引导学生在学习文本知识与传

统文化内涵的同时，深入研究文章内所撰写的主角性格志趣和精神

风貌，并掌握文言语言朴素简练的写作特点等。这样一来，不仅可

实现传统文化的渗透，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与意义的理解，还

可培养学生的良好写作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例如，在学习

《论语》十二章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制作微课，

以“走进孔子，了解《论语》”为主题开展相关的学习活动，围绕

孔子，引导学生对其经历、思想、著作等进行探索。可以提前布置

让学生们在课前搜集相关的资料，同时教师也相应的开发相关的资

源，在课中引导学生以课堂讲师的身份说一说自己对孔子与《论语》

的了解，并分析孔子有关为人处事、学习、为政等方面的主张。或

也可以“畅谈经典，认识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开展相关的学习活

动，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与白板，为学生展示国学经典阅读篇目，有

效引导其进行阅读学习，并在课堂上开展对话互动活动，让学生们

谈谈自己的认识与体会。有的学生说：阅读《论语•为政》后，我

知道了在对待事物、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的态度，

这才是智慧。同时，我们也要反省自身，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做

到尊重、理解、包容、谦让。有的学生说：在学习《论语》的过程

中，针对孔子这一人物，通过调查，我发现他所主张的“仁”是我

们做人所必备的品格，不仅要对他人有“仁”，还要用“仁”处理

问题，进行人际交往。在资源开发和对话沟通的过程中，教师要引

导学生认识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其中蕴含的人生意义、道德理想，

以文化为载体，以教材为前提，进行资源开发和利用，丰富教学内

容。通过这样充分挖掘教材内容中传统文化的形式来教育学生，印

象深刻，使学生真正理解了传统文化，并受到教育，同时提高了他

们的综合素养。 

（二）在课外传统节日中渗透 

利用语文研究性学习或综合型学习，并借助中国传统节日，实

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可通过挖掘春节、端午

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蕴含的深厚传统文化元素，对学生

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并在此过程中，事先安排一个较长的周期，

让学生有足够的实际从查询资料到实践体验，在实践体验中学习语

文和传统文化知识，在营造节日氛围的过程中去探究、去体验、去

感受独特的民族风情与精神文化内涵，以起到良好的文化传承作

用。例如，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增进学生对端午节的深刻理

解，而并非仅停留在片面的理解，让学生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初中语文教师可引导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组织开展以“传统节

日——端午节”为主题的综合型学习活动，让各大学习小组分别调

查研究端午节的地方习俗与活动形式、各地端午节的民俗特色、有

关于端午节的诗词歌赋、端午节的起源传说等。并进行收集、整理，

在上课时发表演讲，讲述自己对端午节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大意了

解，讲述有关于端午节的趣事等，以便增进对传统节日——端午节

的了解，实现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三、结束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仅要依靠当代人的不懈努力，

更要寄希望于下一代。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朝气蓬勃的下一代才能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

坚力量。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下一代树立正确的“三

观”。因此，语文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方面

肩负着重要职责，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语文教学中渗透

传统文化，不仅能培养学生语文素养，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水

平，让他们树立健康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闫永萍.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价值与渗透[J].才

智,2020(18):137-137. 

[2]刘霞.探究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J].

课程教育研究,2020(14):40-41. 

[3]高相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J].

中国教师,2020(3):106-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