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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与价值观培养

郭瑞云

山东省梁山县赵堌堆乡中心小学　山东济宁　272600

摘　要：小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育承担着

重要的文化传承和价值观塑造功能。在当前的教育改革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已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尤

其是在阅读教学中，如何有效地将传统文化融入课堂，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为教育工作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与价值，探讨了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学生的价

值观教育有机结合。通过具体的教学策略与实践案例，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方法，旨在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培

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研究表明，通过有效的教学设计与文化渗透，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从而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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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传统文化的传承

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在小学阶段，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和

人生观初步建立的关键时期，如何在教学中有效渗透优秀

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了教育领域日益

关注的焦点。语文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其阅读

教学不仅仅是语言能力的培养，更承载着文化传承和价值

观塑造的重要任务。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基，蕴含

着丰富的道德观念、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在语文教学中

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引导，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塑造其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当前，尽管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已经开始涉及传统文

化的教学内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文化传递不

深刻、价值观渗透不系统等问题。许多教学活动过于注重

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学生文化素养和价

值观的培养。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策略，将传统文

化与语文阅读教学紧密结合，是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亟待解

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优秀

传统文化的策略与实践，分析这一教学模式对学生价值观

培养的影响，并提出具体的教学建议，以期为提高小学语

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参考。

1.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价值

1.1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精

髓，它涵盖了哲学、伦理、历史、文学等多个方面。传统

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包括仁爱、忠诚、孝顺、和谐等道德理念，

这些文化价值观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承。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对这些内容

的知识性学习，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内化这

些文化价值，使其成为学生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指导原则。

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唐诗

宋词等，承载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通过这些经典作品，学生可以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的道德规

范、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情怀。此外，传统文化还包括了

丰富的民间故事、习俗和风俗，这些都为学生提供了多元

的文化体验。在语文阅读教学中，通过系统地介绍和分析

这些文化内容，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还能够帮

助他们理解和认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而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

1.2 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优秀传统文化对小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首先，传统文化为学生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帮助

学生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念。例如，《论语》中提到的“仁

者爱人”和“君子求诸己”的思想，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关

爱他人、追求自我完善的情感和行为规范。其次，传统文

化中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

社会责任感。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中，许多故事和人物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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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忠诚、勇敢、坚韧等品质，这些都为学生的价值观建

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传统文化还可以促进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的提

升。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还富

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情感表达。通过诵读和理解这些作品，

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还能感受到文学中的人

文精神和情感力量，增强对人生的思考与理解，从而形成

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3 传统文化渗透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教育中，学生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

西方文化、网络文化等不断渗透进学生的日常生活，导致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全球化

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许多学生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逐渐淡

化，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推广显得尤为迫切。因此，传统文

化的渗透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有助于学生保持文化的认

同感，还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坚实的文化自信。在这个过程中，

语文教学作为传统文化传递的重要阵地，发挥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通过语文阅读教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阅读经典文

本的过程中，感知和理解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进而激

发他们的思考和反思。例如，通过对《岳阳楼记》的学习，

学生能够领悟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大公无私精神，明白个人与国家、社会命运息息相

关，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通过对《孟子》的研

读，学生能够认识到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理解“仁

政”和“民本”的深刻内涵，进一步促进道德素养的提升。

教师可以通过组织辩论、讨论等形式，帮助学生从多个角

度思考经典文本的意义，将这些历史智慧与当下生活结合

起来，让学生在理解历史人物和文化现象的同时，增强他

们的现实感知力与社会责任感。

2.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策略

2.1 通过经典诗文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经典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刻的思

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通过

经典诗文的学习，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还能够让学生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唐诗宋词，引导学生欣赏诗歌中

的情感表达与艺术美感，如《静夜思》中的思乡之情、李

白的豪放、杜甫的忧国情怀等，这些都能帮助学生在语言

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情感与艺术的交融。通过诗歌背后

的历史背景、人物故事，教师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诗词的哲理，

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例如，

通过讲解《登鹳雀楼》时，学生不仅能欣赏到诗人王之涣

的艺术表达，还能通过其表达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的自然景观，理解人生哲理，启发学生积极面对生活的态

度。教师可以结合这些经典诗文中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事迹，

深入挖掘诗歌的内涵，从而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丰富

性和深刻性，进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

2.2 运用传统故事，提升学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中国的传统故事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

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学生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触

到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教师可以通过故事讲

解、情境模拟等方式，让学生深刻理解忠诚、孝顺、诚信

等传统美德。例如，通过讲解《木兰辞》，教师不仅能够

帮助学生理解“替父从军”的忠孝精神，还能通过故事中

的情节，引导学生讨论什么是责任感与奉献精神，如何在

生活中体现对家人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贡献。通过讲解《孟

母三迁》这一故事，教师则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家庭教育和

环境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环境对成长的巨大影

响，从而引导学生更加重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家庭教育。

在这些传统故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情境模拟和

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更深入

地感悟传统美德的内涵和实际意义。这样，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不仅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洗礼，还能够在自己的日常

生活中践行这些道德标准，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3 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促进文化的深度渗透

传统文化的渗透不应局限于课本知识的传授，更应通

过多种形式和方法加以实施。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资

源，展示古代文化遗产，如传统节日、古建筑、民间艺术等，

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直观感受。例如，在讲解中国传统

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时，教师可以通过展示节日

的由来、习俗和传统文化，帮助学生了解节日背后的文化

寓意，激发他们对这些节日的兴趣，并使他们在感知节日

氛围的过程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同时，教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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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源，展示古代的诗词歌赋、舞

蹈和音乐等艺术形式，让学生在听、看、做的过程中感受

到传统艺术的魅力，进而对传统文化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

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课外活动，如参观博物馆、

参加文化讲座、参与民间艺术的创作和表演等，让学生在

实践中进一步了解传统文化，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通

过这些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学生不仅能够从课堂上学习到

书本知识，还能在实践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生动与活力，

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

趣，促进文化的深度渗透。

3.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优秀传统文化渗透的实践探索

3.1 案例分析：传统文化渗透的成功实践

在某小学的语文教学中，教师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案

例，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有效渗透。例如，在讲解《红楼梦》

选段时，教师不仅仅传授文字的含义，更注重分析作品中

体现的人性、社会伦理和道德思想。通过对贾宝玉、林黛

玉等人物的性格分析，教师带领学生讨论这些人物所代表

的忠诚、孝顺、仁爱等传统美德，并引导学生在现代社会

背景下思考这些价值的现代意义。同时，教师通过引导学

生对比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观，帮助学生在历史

与现实的对比中思考并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例如，学生

可以讨论《红楼梦》中贾母的家国情怀和爱国责任感，分

析这些传统思想如何与当代社会的家庭与社会责任相契合。

这种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兴趣，也使他

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背后的道德思想与社会责

任，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实践证明，这种

教学方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思维，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和传承传统文化，并通过课堂讨论与思考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

2.2 反思与改进：提升传统文化渗透的深度与广度

尽管目前一些小学语文教学已逐渐将传统文化融入教

学中，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一方面，一些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导致教

学内容的选择较为片面，未能充分展现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和深刻性。部分教师可能过于注重教材中表面呈现的传统

文化内容，而忽视了对传统文化深层次精神内涵的挖掘。

例如，在讲解《论语》时，有些教师可能仅停留在讲解其

中的名句或对孔子思想的简要叙述，而未能引导学生进行

更深层次的思考，如孔子的“仁爱”思想如何与当今社会

的人际关系、社会责任等方面相结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实践这些思想。另一方面，部分课堂仍过于注重知识的讲解，

忽视了学生价值观的培养。虽然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已尝试

将传统文化融入课堂，但仍有很多课堂未能将传统文化的

教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未能通过更生动的案例、

互动讨论和社会实践等方式，真正帮助学生从内心接受传

统文化的洗礼。因此，教师应进一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深

入学习，注重教学内容的多元化与教学方法的创新。通过

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和讨论，让他们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传

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并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4. 结语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与价值观

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

是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塑造。通过深入挖掘课文中的文

化内涵，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增强文化

认同感、传承民族精神，并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社会责任

意识。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学生的

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未来，教师

应不断改进教学策略，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将其更有

效地融入课堂教学中，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

基础。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们期待能够在小学阶段培养出

更多具有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他们不仅具

备扎实的知识储备，还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自己的

文化特色，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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