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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董冰 

（内蒙古呼伦贝尔阿荣旗明德小学  内蒙古  呼伦贝尔  162750） 

摘要：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宝物，其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是经历了几千年的沉淀，需

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知识和资源，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发掘和运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知

识，可以提高小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本文从实际出发，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在学生民族意识和

爱国情怀形成的阶段，探讨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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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学科作为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和载体，在小学

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化底

蕴，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还可以让学生传承传统文化。但是，我

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发扬传统文化，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呢？

这就需要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多种方式渗透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含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指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在中华民族长期历

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体

现了我国历史演进中的思想观念和民族特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

仅包括了儒家文化、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等，还包括自然、科学、

哲学、医学等各个方面的文化古籍，是我国历史进程中体现出的整

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形态。道德教育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与我国

当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相适应，由此可见，在小学教育中渗透

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行性很强。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历史悠久，而且从未断流，在

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孕育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

不仅可以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更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传统

文化的包容性极强，内涵丰富，学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不仅可

以从中学习到高尚的品质，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丰富自己的文化

素养，促进正确三观的形成。此外，传统文化的学习还能激发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帮助学生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对学生今后的

发展有重要作用。小学阶段的学生还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思想，

所以，在这个阶段，教师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使学

生对传统文化形成初步的认识，并在不断的了解和学习中体会传统

文化的魅力，真正爱上传统文化，主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策略 
（一）教师要提高自身中华传统文化素养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是学生学习的

榜样，如果教师自身传统文化素养都不过关，更不要提培养学生的

传统文化素养。所以，教师要意识到自己教学方式和知识体系的缺

陷，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让自己成为

学生的榜样，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丰富教学内容，

将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内容丰富，错综复杂，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

化时，教师要注意结合教学内容，适当选择需要的传统文化，对学

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语文教材是依据教学大纲编写的，其中很多

课文都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深入钻研教

材，发掘教材中潜在的传统文化，让学生能够通过学习课文，对传

统文化形成初步了解。举个例子，在教学部编版一年级上册《悯农

（其一）》这首古诗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向学生介绍唐代五言绝

句的组成和特点。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能了解到什么是

五言绝句，从中学习到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诗文，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通过发掘教材中潜在的传统文化，结合教学内容渗透传统文化，把

抽象的文化变成具体的内容，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促进学生理解

能力的提高。 

（三）借助课本故事教学,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小学语文实践教学中，可以加深学生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让学生受到传

统文化的熏陶，从而愿意主动地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此，小学

语文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以以课本中的故事为基础，通过

渗透传统文化来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学习故事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比如在部编版五年级上册《将相和》这篇

文章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提炼出文中的四字成语，如负荆请罪、

完璧归赵等，让学生在学习学习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了解课文中廉

颇、蔺相如等人物的品质，初步理解什么是以和为贵。此外，在讲

解故事时，学生能发现廉颇和蔺相如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谈和，教

师就可以抓住时机，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学生形成爱国情怀。

在这篇文章的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发现故事中的传统文化

因素，并抓住学生对故事的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适时渗透传

统文化教育，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 

结语：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小学语文教学是渗透传统文化，进行

传统文化教育的最佳途径，教师首先要认识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

并将其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进行。在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

通过渗透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初步认识，让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心底生根发芽，帮助学生体会传统文化的

魅力，真正喜欢上传统文化，并主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高自

身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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