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11)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引言：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经历千年的洗礼。语文

作为语言和文字的载体，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文化的灵魂所在，也是我们感受文化魅力的基本途

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快餐文化也随之产生，

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使得青少年在传

承传统文化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语文教学作为青少年

接触传统文化的基础途径，在弘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有

着不可泯灭的功效。因此如何在高中语文教育中渗透传

统文化的教学，使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提高学

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自豪感，是现阶段高中语文教学

中的首要关注点。

一、高中语文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1.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很多学生在学习语文时可能会感觉其中的内容比较

枯燥，所以不愿意进行学习。高中语文教学不仅仅是让

学生学习一定的基础知识，更多的是让学生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让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明白做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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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的道理。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中华传统文化是许多古人和前辈用毕生心血所得出的深

刻哲理以及崇高思想，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

不断涌入我国社会各个阶层，并且对好奇心较强的高中

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1]。教师要在高中语文的课堂教学

中挖掘传统文化教育素材，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学

生的文化自信心与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将诗词歌赋的作

者的一些生平事迹进行介绍，让学生对此有全新的认识，

这样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更加主动进行语文知

识的学习。而且在新的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教师应该

考虑为学生提供积极的教学知识，从中加强对学生个性

化的指导，丰富学生的学习内涵，使学生能感受到积极

的教学作用，丰富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在传统文

化的引导下，进行更加全面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深入了

解，能让学生有全新的认识，对所学习的内容有更全面

的理解。教师通过对学生的合理指导，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意识，让学生能体会到科学的教学指导形式，有利

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2. 培养学生综合学习品质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能让学生了解更全面的历史教学

内容，增强学生的民族信念，有利于学生进行深入的课

程学习，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因此，教师应该考虑在

不同的角度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教学指导，鼓励学生体会

重要的教学管理意义，从而培养学生重要的学习品质，

感受民族文化的合理发展。在新时期，教师应该考虑

为学生采取科学的教学管理措施，让学生保持积极的

学习状态，对学生科学地指导，鼓励学生保持积极的

学习状态，不断完善自身的综合能力，保持良好的学

习素养 [2]。

二、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 教师缺乏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当前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越来越

多的西方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相互之间产生了交流和

碰撞，西方文化的引入，会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带来一定的影响。虽然教育部门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渗

透传统文化，但是部分教师忽视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在教学中不重视，使得学生对传统文化也持有可有可无

的态度，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3]。

2. 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当前部分教师在高中语文教学时古诗文的教学时，

大多是让学生单纯的背诵文章内容，而部分学生在对文

章和作品的思想感情不是十分理解的情况下，强制性的

背诵文章会让学生产生厌烦的心理。这种忽视了学生情

感体验的教育方法会制约了思维的发展，使得学生无法

与作者产生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共鸣，让学生无法通过学

习古诗文感受到传统文化以及古诗文的魅力，使得古诗

文这一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被浪费，无法

充分的发挥古诗文的价值。

3. 学生传统文化学习兴趣不高

在目前的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渗透教学过程中还存在

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高中生对传统文化学习、了解、

传承的兴趣不高，甚至有些低。这是因为当代社会受到

西方文化严重冲击的原因所致，现在的青少年会满心欢

喜地期待圣诞节、情人节，却很少有会包粽子、写春联。

西方文化逐渐蚕食掉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一代年轻

人中发展的空间，而中学生迷恋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兴

趣缺失的情况，也直接影响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 [4]。

三、将传统文化有效渗透到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具体

策略

1. 运用新颖有效的教学方法渗透传统文化

为了营造出良好的高中语文课堂传统文化学习氛围，

教师可以将情境教学方法融入教学过程中，也可以借助

新兴的教学资源向高中语文课堂渗透传统文化知识。这

样既有效吸引了高中生的课堂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又能

使高中生对传统文化知识拥有更深刻的印象，从而使高

中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更好地完成语文学

习目标。例如，在学习《鸿门宴》一文时，教师可以通

过创设问题情境来向学生渗透传统文化知识。例如，课

文中出现了“项王、项伯东向坐”这句话，教师可以根

据这句话向学生提出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样能帮

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座次礼仪相关知识

点。在讲解《林黛玉进贾府》一文时，教师可以借助多

媒体教学资源来渗透传统文化知识。例如，教师在运用

多媒体技术播放《林黛玉进贾府》的视频过程中，可以

从当时贾府中不同人物的服饰和礼仪情况来渗透传统文

化知识，也可以从居所、礼俗来研究传统文化知识，这

样让学生对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知识拥有更深刻的印象，

同时也能使学生的语文学习效率更高。

2. 结合教学内容，寻找在课本中的传统文化内容

许多高中语文教师在渗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苦恼

于“到哪里找合适的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但其实在平

时教学所用的教材中就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内容，

高中语文教师需要对教材进行深入挖掘，找出其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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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内容的剖

析和知识的讲解，减缓学生在面对古文时的学习难度，

提升高中生的传统文化学习能力。例如：在学习《荷塘

月色》这一课时，这篇课文乍一看仿佛和传统文化无关

联，但课文中“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这一句却是出自

汉乐府《江南》中的“莲叶何田田”。高中语文教师可以

结合这一点进行教学延伸，带领学生了解乐府中还有哪

些较为经典的诗歌，一起诵读、学习、了解，扩展学生

的知识眼界，丰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知识积累，

还有助于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提高高中语文课堂的教学有效率。

3. 将课文内容与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联系

高中语文需要学生学习的内容非常多，因此教师应

该考虑利用合理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指导，帮

助学生对所学习的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教师应该考虑

将课文与传统的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结合，鼓励学生能

进行更加全面的课程学习，快速增强对学生科学性的

指导，利用适当的教学指导方案，在适当的教学环境

下，加强对学生科学化的指导，鼓励学生体会积极教学

管理的重要影响。教师在进行课程教学时，可以根据学

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理解，从而引发学生的思

考，让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投入更多的学习精力
[5]。比如，教师在进行《陈情表》的讲解时，其中体现了

英勇无畏的奉献精神，对国家的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通过学习这篇课文，让学生的精神有所感悟，从中能够

体会到中华民族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

思想，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让学生能保持积极的

学习状态。在目前的高中语文教学中，大多数教师都是

在讲解教材文章的过程中完成传统文化的渗透，虽然这

样能够使学生在学习到课本中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能够

进行一定的拓展，了解相关的传统文化。但是从长期看

来，也可能会使学生产生厌烦抵触的负面心理，所以教

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当结合教学内容的具体要求以及学

生的学习需求，探索出更加科学有效的渗透策略。

4. 教师要创新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场合，教师在授课过程当中

需要注重授课方式的创新，营造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

这样才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升。由于传统文化中

有一部分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具有一定的差异，这就

需要教师通过丰富授课形式让学生参与其中，并感受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比如可以组织诗词朗诵会、传统

文化知识比赛、组织学生参观名人故居等等活动，让学

生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参与到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

中来，既能够提升其学习的效率和兴趣，还能够扩展学

生的视野，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探索。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是高中

语文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必须要重

视传统文化的渗透，深入的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传统文

化，并通过合理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从而更好的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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