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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申迎迎 邢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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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技能，提高学生的整体阅读理解能力。

语文课程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培养

健康的人格，让学生更加了解中国的小学教育体系。语文是小学教育体系的核心课程，属于思想知识以及实践活动的集合体，

教师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深化教育活动，逐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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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这些优秀文化值得我们

去传承和发扬。张岱年先生说过：“每一伟大的民族都有其

民族文化，每一民族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亦可称为民族精

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

在新的历史挑战面前，有必要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引入日

常生活，在国家文化背景下，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1 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时代意

义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挑战之一

是：为学生提供学习、阅读和欣赏中国传统诗歌或文章的机

会。可以通过多媒体教育体验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通过多

媒体教学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样，学生才能体会到

丰富的祖国传统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同

时，将传统文化的种子置于祖国之花的心中。传授传统文化

可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辨别善恶的能力，同时可以帮助

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未来能更好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掌握各种阅读理解方法、提高写作

技巧，背诵古典诗歌以促进情感发展，并增加他们对学习传

统文化的兴趣。同学们通过朗读和背诵，对传统文化有了一

定的了解。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还丰富了学生的

精神世界。在新课程标准理论的指导下，教师要积极努力，

及时转变观念，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文化底蕴，自主创新教

材，丰富教材[1]。

2 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策

略

2.1 挖掘典型人物形象

许多历史人物的故事仍然激励着我们，在统编版语文教

材中这样的典型人物有许多。如：四年级下册《黄继光》一

课，讲述了黄继光在执行任务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用

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为夺取战斗的胜利付出了年

轻的生命；《王二小》讲述了小英雄的爱国情怀，他为了集

体、为了国家只身和敌人周旋，最后英勇牺牲；铁杵磨针、

凿壁偷光等刻苦学习的传统故事都能激励学生勤奋读书；而

黄香温席和子路借米的故事，也很好地体现了孝顺这一中国

传统美德。让学生对这些故事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分析，

不仅能让学生们明白一些人生的道理，还取得了良好的教育

效果。教师必须牢牢把握每一个使学生受到教育机会，树立

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念，增强学生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热爱，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2.2充分利用语文教材，有效渗透传统美德教育

中文书籍的所有材料均选自教育专家和相关专家撰写

的多篇文章。符合小学生学习特点，适应小学生身心的发展。

在教育方面，中国的教师必须不断发掘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特

色，以提高学生的多样性，更好地把传统文化教给学生。比

如教授《我的战友邱少云》的老师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深入挖

掘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战友的安全，

邱少云虽然被熊熊烈火灼伤，但还是一动不动，坚定地站在

战壕中。教师要确保学生充分理解文章内容，增强学生的情

感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内容，最大限

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影响力，提高学生的概念理解能力。

2.3捕捉感动人心的场景

在语文教材中有许多感动人心的场景，这些正是传统美

德教育的落脚点。用可以唤起学生深思的情景引导他们对文

本的理解，帮助他们在课后联系生活。例如，在五年级教材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一课中，描述了父亲和母亲表达

爱的不同方式。学生们受到了感染，他们感受到了父母的爱，

学生知道父母如何照顾他们，从而能够理解体谅自己的父

母，这凸显了中国不同的教育实践。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些实

践性作业，让学生回家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搭石》

一课中的文字捕捉了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能够在平凡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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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含义，可以了解乡亲们这种淳朴的情

感，体验感人的场景，学习传统的美德。探索美，发现美，

发现阅读之美，发现生活中不一样的美。

2.4 创新课堂教学方式，提升传统美德教育效果

在语文课堂需要教师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整合传统美

德教育。现有的滴灌学习模式既不能满足学生的自我发展，

也不能满足当前的教育需求。作者认为，中国的小学教师可

以在传统的课堂中使用教学范式、使用多媒体技术的协作教

学法和情境方法。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新的教学方式提

供了直观的图像相关功能，可以更好地展现学习中的关键情

境，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教授《将相和》的语文老

师可以使用情景创造的方法让学生编写和呈现叙事内容，并

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学生提高了对中国传统美德的理解，

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美德意义。

2.5 搭建学生活动平台，注重体验

传承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弘扬民族道德风尚，培养高素

质人才，是为学生提供传统美德教育的最终目标。充分利用

传统美德教育资源，创造与时俱进，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方

法。鼓励学生在早晨阅读中国传统美德格言、三字经（摘录）、

《论语》《弟子规》《笠翁对韵》《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

本内容》等，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悠久、博大、深厚的

文化。首先教师可以先阅读，然后在课堂中使用。最后老师

和学生可以一起阅读。我们先辈们所宣扬的真善美，在文化

的历史环境中，在师生们对古典文学的学习中，悠扬地体现

着迷人的、动人的、引人入胜的古典美，渗透到我们的生活

中。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龚自珍的《己亥杂诗》、

李少白的《中华少年》等经典诗文，在有感情地朗读、熟读

的基础上再进行背诵比赛，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致。

2.6发挥教师个人魅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师的言行在塑造小学生的品德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教师应以身作则，在教育活动中展示个人的吸引力，

提高传统美德教育效率。此外，教师还可以举行各种相关活

动：歌词比赛、表演比赛、辩论比赛等等。这些活动的内容

应尽可能面向传统美德，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闲暇时间选

择合适的材料讨论，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体会中文的优

点，发展学生正确的道德价值观[2]。

3 结语

中华美德教育与小学语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德育

的重要条件。通过小学语文的学习，学生们能感受到父母的

关爱，并感受祖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祖国的力量，弘扬学生

爱国主义精神，将传统美德带入学生心中，让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生生不息。教育实践表明，中国传统美德教育与小学教

育密不可分。将传统的德育教育渗透到我国的小学教育中，

可以产生明显的教育效果，使学生逐渐养成优秀的品德、智

力、身体和综合素质，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要因素。因此，

教师应深入学习新课程标准，准确把握我国教育改革的方

向，内化相关教育价值观，充分利用德育的优秀内容，为学

生一生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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