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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世界范围内，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都是屈指可数的。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的限制，传统文化

在学校教育中还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

忽略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教育，使得学生很少接触我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甚至不够重视。随着教育改革的到来

和落实，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重新获得重视，特

别是在初中语文的古诗文教学内容中，这样的教学发展

方式是未来教育领域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我国教育部分对初中语文古诗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目标规划，因此对于初中语文教师来说，必须要摒弃传

统教学方式的缺陷，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和探索新的

古诗文结合传统文化的教学方式，以适应教学改革的要

求。从初中学校的办学理念来说，学校教学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给学生传递知识和节能，在这个过程中，不能

忽略对学生个人修养的培养。在日常语文课堂中，教师

要重视利用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熏陶，让学生喜欢上传

统文化，进而愿意去接触和学习传统文化。现阶段初中

语文教学过程中，如何顺应教改的要求，将传统文化与

初中古诗文教学进行结合，是目前初中语文教学研究的

重点问题，需要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二、传统文化结合在初中古诗文教学的意义及问题

1. 意义

古诗文是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内容之一，也是我国

历史文化的瑰宝，具有非常值得研究的价值。中国的古

代就非常重视古诗文的教学，而近代的古诗文教学中，

教师也是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将学生由古诗文的教学转

向古诗文背后的故事，向学生介绍古诗文的创作背景以

及作者的生平经历等，这样就能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古诗

文背后的故事，进而深入理解古诗文中的含义。古诗文

中富含大量的丰富的诗文已经，这些意境展现的情景再

现、语言表达美感等内容都能对学生的各方面产生较大

的影响，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中华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

文化素养。此外还有很多优秀的诗歌作品中包含非常强

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于提升初中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

精神都有很大的帮助。传统文化中有不尽其数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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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也是如此，对于学生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

作用和影响，通过古诗文的教学，能够让学生的理解能

力和思考能力得到锻炼，也是现阶段初中语文的基础教

学内容之一。

2. 问题

首先，传统文化在教学中常常会出现流行文化与传

统文化相冲突的问题。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

迅猛，流行文化也是通过电子设备等围绕在学生身边，

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很容易深陷其中，这样对于学生的影

响很不利，并且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进行

传统文化的教学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其次，传统教学方式以及应试教育的限制，学生深

受中考压力的影响，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学校也总是

详细安排教师的教学计划，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总是以中

考为目标，将更多的时间和学习精力放在中考备考中，

直接影响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而很多学校都是将学

生的成绩作为衡量教师和学校教学水平的标准，这样的

教学理念就会导致教师在教学中以分数为主，重点强调

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对于传统文化的教学，也只是以

成绩为主要目标，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容易会让学生认为

传统文化不重视，提升成绩最重要，学生对于传统文化

没有情感体验，也就会很难吸收传统文化。

最后，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经济

全球化，文化也逐渐全球化，很多学生追求国外文化，

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一种比较忽略和淡化的意识，

这主要就是由于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接触和学习仅仅来

源于课本和教材，而学生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都是以考

试为主，这就使得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认知不够

重视，进而造成愿意接触国外文化的现状。

三、将传统文化渗透在初中古诗文教学中的有效

途径

1. 对古诗背景进行还原凸显其中传统文化

古诗文是我国历史文学的经典形式之一，其中包含

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尊师重道、爱国精神等。古诗

文的背景知识对于现代初中的教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还原古诗文背景以及挖掘背后的故事等对于传统文

化的教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教师针对某一篇古诗文的

背景进行还原，并且引导学生经历和体验诗人的生平经

历。这样学生在了解古诗文作者及背景后，再次回到诗

文中，就不难理解古诗文的内容及情感内涵。

如教师在讲解《师说》这一课的内容时，由于学生

不了解作者背后的故事和经历，无法走进这篇课文其中，

也无法感同身受。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为学生适当

补充这篇古文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生平经历，介绍韩

愈在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中创作出这篇古文的，此外教师

还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韩愈的生平和思想，对韩愈当时所

处的情境进行介绍，将当时情景还原出来，这样学生就

能感受到古诗文背后的故事，进而更加理解这篇文章的

内涵，也更加容易地挖掘《师说》背后蕴藏的尊师重道

的优秀传统文化。

2. 在古诗文朗读中结合传统文化内容

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古诗文，都是经过专业的教育学

家潜心研究和挑选的经典传统文化，这些古诗文作品结

构工整，内容具有非常高的教育价值，语言韵律流畅，

教师在对这些古诗文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

传递古诗文知识，还要对诗文中重点句子进行深入分析，

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古诗文的思想内涵，以此为

基础，让学生反复朗读诗文，使得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

能够体会到传统古诗文中的内在涵义以及节奏韵律美。

如教师在讲授《出师表》一课时，在讲课之前，让

学生谈一谈对诸葛亮的了解，然后以讲故事的方式向学

生讲述一些与诸葛亮有关的故事，如“三顾茅庐”、“草

船借箭”等，通过以故事为背景，向学生传递诸葛亮的

生平，加深学生对诸葛亮的认识和了解。接下来待学生

对古诗文整体有初步的了解后，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直接与古诗文近距离接触，感受诸葛亮的忠心为国，

让学生设身处地站在诸葛亮的角度，感受国家危难时内

心的百感交集，以及诸葛亮对国家的赤诚之心。通过朗

读能够让学生对诸葛亮的爱国忠心深有体会，进而让学

生愿意接触传统文化，触发学生内心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3. 结合传统节日开展古诗文教育

在中国传统的古诗文中，包括很多与中国民风民族

有关的内容，这些传统文化有的是以传统节日流传至今，

即使在新的时代和社会，还依然保留着传统节日。如春

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且非常重

要的节日，这些节日的背后也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传统

文化内涵。故初中语文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结

合传统节日的情境，为学生讲解古诗文内容，让学生能

将传统文化联系到实际生活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比较

有意义和价值的节日，对学生进行教学，这样学生在学

习与传统节日有关的古诗文就能深入理解其中的一些习

俗，也能深刻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如在中秋之际，教师可以选择一些与团圆有关的古

诗文，如苏轼的《水调歌头》，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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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途径收集和整理有关中秋节传统节日的由来，并翻

阅资料查询一些与中秋节有关的故事，然后引导学生通

过现实生活中过节日的习俗，与传统节日和古诗文进行

对比，分析其中的相同点及不同点，分析民俗节日在发

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带领学生对

古诗文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扩充学生的视野，将学生

的实际生活与语文学习相联，进而提升学生知识迁移能

力，为学生强化语文核心素养做好基础。

4. 剖析古诗领会传统文化内在美

古诗文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学形式

之一，语文教师需要充分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在美进行剖析，进而使学生能够产生进行古诗文阅读的

兴趣，同时也为促进其学习基础知识提供保障。以《关

雎》的教学为例，语文教师可以先向学生介绍《关雎》

的创作背景，如《诗经》中一共有 305 首词，其中不同

的古诗文实际上都描述了不同的历史背景以及事件，同

时在古诗文的划分上也存在不同的种类。通过多元化的

介绍使学生能够对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教师向学生介绍完《诗经》之后再讲《关雎》时，将能

够更好地促使学生形成完善的诗歌学习体系，进而为学

生对诗歌大意的理解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关雎》学习

过后，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问题：“这首诗主要表达人的

什么情怀？为什么要写雎鸠呢？之后少年求而不得后有

什么表现？”引导学生进行理解和思考，进而促使学生

更好地感知《诗经》以及传统文化的美。

四、结语

我国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在长期发展以来已

经积淀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这些文化促进着社会

的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础。对于初中生来说，

接触这些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就是利用教材和课本的教

学内容实现，而目前大部分学校都是以提升中考升学率

作为主要目的，故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总是过于功利，

对于传统文化的教学有不同程度的忽略，特别是在古诗

文的教学中，教师总是强调学生对于诗句的翻译和重点

词句的记忆，对于古诗文中包含的传统文化的教学很少

提及，这样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利的，对于传扬中国传统

文化来说也是不利的，因此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和思想，

在教学过程中重视传统文化的教学，利用古诗文向学生

渗透传统文化，让学生喜欢和了解我国优秀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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