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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显

得尤为重要。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其传承与发

展对于培养孩子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至关重要。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渗透，既可以提高学生的

文化素质，又可以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

自信。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学生将更加珍视和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积极

的贡献。

一、传统文化对小学语文教育的意义

（一）丰富语文课程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传统文化的融入，如同清泉注入池塘，使小学语文课程

内容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孩子们在课本中不仅能看到古

今中外的故事、名人的事迹，还能接触到诗词歌赋、曲艺杂

谈等多样化的文化形式。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不仅丰富了

课程内容，更激发了孩子们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想象一下，

当孩子们在课堂上学习到《静夜思》时，他们不仅能够感受

到诗人李白对家乡的深深眷恋，还能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

到古代诗词的韵律之美、意境之深。这样的学习体验，无疑

比单纯的文字学习更加生动有趣，更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人生境界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审美情趣和道德观

念，这些都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通过

学习传统文化，孩子们可以逐渐培养出对美的感知能力、对

善的向往之心以及对真的追求之志。例如，在学习《弟子规》

时，孩子们可以从中汲取到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在学习古诗词时，他们可以感受到古人对自然、

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和表达方式；在学习历史故事时，他们可

以从中汲取到智慧与勇气，为自己的人生之路提供指引。这

些传统文化的滋养，不仅提升了孩子们的综合素养，更使他

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自信、坚定。他们学会了用更加宽广

的视野去看待世界，用更加深邃的思想去理解人生，用更加

细腻的情感去体验生活。这样的教育成果，无疑是每一位教

育工作者都乐于见到的。因此，传统文化对小学语文教育的

意义不仅在于丰富课程内容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在于

它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加广阔、更加深厚的文化土壤，

让他们在这片土壤中茁壮成长，成为既有知识，又有文化，

既有技能，又有情怀的新时代好少年。同时，我们也要认识

到，传统文化的渗透与实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

教育工作者们的用心设计与耐心引导，需要孩子们的积极参

与与深入体验，更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与小学语文教育的有机融合，让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二、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与实践

（一）结合生活实际，渗透传统文化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结合生活实际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

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这种

渗透方式不仅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使他们在实

际生活中主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以“端午粽”一课为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端午节

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和文化内涵，从而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

价值和意义。首先，教师可以通过课堂讲解和图片展示等方

式，向学生介绍端午节的起源、传说和习俗。例如，可以讲

述屈原投江的故事，让学生了解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设

立的；可以展示端午节时家家户户挂艾草、赛龙舟、吃粽子

的图片，让学生感受端午节的氛围。接下来，教师可以组织

学生参与制作粽子的实践活动。在活动前，教师可以向学生

介绍粽子的制作过程，如准备粽叶、糯米、馅料等材料，并

展示如何包粽子。然后，学生可以分组进行实践，亲手制作

粽子。在制作过程中，教师可以适时地讲解粽子的历史和文

化背景，以及不同地区粽子的特点和差异。通过参与制作粽

子的实践活动，学生不仅可以了解端午节的习俗和文化内涵，

还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同时，这种实践活动还

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他们的综合素

质。除了制作粽子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其他传统文

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传统手工

艺品制作工坊，了解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和技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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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关注传统戏曲、书法等艺术形式，感受传统文化的

艺术魅力。

（二）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孩子们

的学习体验。为了使传统文化更加生动形象地呈现在孩子们

面前，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故事教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

以通过讲述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故事，引导孩子们进入情境，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例如，在讲解《三字经》时，教师可以为孩子们讲述

“孟母三迁”、“黄香温席”等经典故事，让孩子们在故事中

感受到尊师重教、孝敬父母等传统美德的力量。情境教学也

是一种常用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通过创设与传统文化相关

的情境，让孩子们在身临其境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氛围。例如，

在讲解古代建筑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古代建筑的图

片和视频，让孩子们仿佛置身于古代的建筑群中，感受古代

建筑的独特韵味。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

媒体、互联网等，为孩子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资源。

比如，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与传统文化相关的音频、视频资

料，让孩子们在听觉和视觉上得到更加直观的感受；可以利

用互联网搜索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为孩子们提供更加广阔

的学习空间。

（三）组织传统文化主题班会，让文化在互动中绽放

1. 举办“古诗朗诵会”

古诗朗诵会是一种能够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古代文学魅力

的活动。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古诗词进行朗诵，

并引导他们理解诗词的意境和情感。为了营造更加浓厚的诗

意氛围，教师可以配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舞台布景，让学生

在抑扬顿挫的诗词中感受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人生哲学。

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朗诵能力，还能够增强他们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热爱之情。

2. 组织“传统文化知识竞赛”

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是一种既能够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又能

够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的活动。教师可以设

计一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题目，如历史典故、文学常识、民

俗风情等，通过抢答、猜词游戏等形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同时，教师还可以设置团队合作

环节，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以提高学习效率。通过这种

方式，既可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又可以增进彼此的沟

通与互动。

3. 开展“传统手工艺制作”活动

传统手工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传承和弘扬传

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传统手工艺制作

活动，如剪纸、泥塑、刺绣等。在活动前，教师可以向学生

介绍手工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并示范制作技巧。然后，

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并在完成后展

示自己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让同学们亲自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可以锻炼他们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四）以课外阅读为载体，拓展传统文化范围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引入传统文化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并且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各种教育资源也被慢慢应用

于小学语文教学之中。教师可以将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外读

物如寓言故事、诗词等推荐给学生，培养他们自主阅读的习

惯，让他们在课外时间主动地去研究、探索传统文化。除此

以外，利用课外时间学习传统文化，阅读传统文化有关的书

籍也要尽量争取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在家庭教育

中父母也可以循序渐进的引导孩子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并

且还可以利用亲子阅读等方式增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

并且传统文化也能得到传承和发扬。老师们要特别注意，每

一个学生都会有性格和学习能力的差异，不能一概论之。教

师必须要按照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兴趣，进行科学的阅读教学，

这样才能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中国有很多脍炙人口

的名著，这些名著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

文教学中，我们可以向学生推荐《西游记》，《水浒传》，诗歌

等作品。这种书籍适合小学生喜欢冒险的心态，再加上名著

中有很多细节的描述，描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不仅能增

强学生的阅读兴趣，还能用名著中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来塑

造学生的品格和三观，使所阅读的内容真正地融入到学生的

内心之中，以此来提升语文阅读的质量与水平，促进学生学

习能力的提升。

（五）完善评价体系，激励传统文化学习

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完善评价体系是激励学生学习传统

文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合理的评价方式和奖励机制，我们可

以引导学生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学习，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

1. 将传统文化纳入考试范围，让知识在检验中升华

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考试，是提升学生文化素养、传

承文化精髓的重要举措。考试，作为学生学习成果的试金

石，应当承担起引导学生重视传统文化的责任。在语文试

卷中，我们可以巧妙地设计一些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题

目，如古诗词的默写、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让学生在答题

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同时，作文题目也可以紧密结合传统文化，鼓励学生从自

己的生活实际出发，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和感悟。

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够检验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掌握情况，

更能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兴趣。当然，我们在将

传统文化纳入考试范围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

况和认知水平。题目的难度和分值设置应当合理，既要能

够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又不能给他们带来过大的压

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让考试成为学生学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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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一种助力，而不是负担。通过考试这一环节，我

们可以引导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的

知识在检验中得到升华，让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学生的心中

生根发芽。

2. 设立传统文化学习奖励机制，让激励在成长中绽放

奖励是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设立

传统文化学习奖励机制，可以让学生在努力学习传统文化的

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学校可以设立多种形式的奖励来表彰在传统文化学习中

表现突出的学生。例如，可以设立“传统文化知识竞赛优胜

奖”、“古诗词朗诵比赛优秀奖”等单项奖项，鼓励学生在特

定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同时，还可以设立“传统文化学习标

兵”、“传统文化传承小使者”等综合奖项，表彰在传统文化

学习中全面发展、表现突出的学生。除了物质奖励外，学校

还可以给予获奖学生一些特殊的荣誉和机会。例如，可以邀

请获奖学生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表演传统文化节目，或者让

他们担任学校传统文化活动的志愿者和讲解员。这些特殊的

荣誉和机会不仅能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成就感，还能

进一步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在实施奖励

机制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进步情况。

对于在传统文化学习中取得明显进步的学生，即使他们的成

绩不是最突出的，也应该给予及时的表扬和鼓励。这样的评

价方式不仅能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注和认可，还能激励他

们继续努力、不断进步。

三、结语

总而言之，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语文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民族精神，还可以拓展语文教

学资源。为了实现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渗透与

实践，教师需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开展传统

文化主题活动，拓展课外阅读资源，并结合生活实际进行渗

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

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雪红 . 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J］. 智

力，2020（24）：95-96.

［2］秦莉 . 关于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实践

思考［J］. 读写算，2020（23）：25-26.

［3］张珊珊 . 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策略研

究［J］. 考试周刊，2020（63）：59-60.

［4］张蒴菡 . 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路径探析

［J］. 吉林教育，2021（19）：84-85.

［5］毕玉明 . 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路径探析

［J］. 中华少年，202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