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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 
——高三班级管理中渗透传统文化实践探析 

◆李冰洁 

（汕头市澄海东里中学  515829）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历史的沉淀和锤炼而形成的文化精

髓，同时也是指引一个民族行为和思想的“准则”。作为教育者，可以在

班级管理中围绕“班级文化、主题班会、课余活动、社会实践”四个方

面渗透传统文化，提升管理效率，增强学生素质，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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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历史的沉淀和锤炼而形成的
文化精髓，同时也是指引一个民族行为和思想的“准则”。习总
书记曾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
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
迪”，“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
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作为教育者，
如能在班级管理中渗透传统文化，不仅能提升管理效率，增强学
生整体素质，还能改善班级风貌，渲染浓重文化氛围，建立厚德
笃学的班级生态，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以下，笔者仅结合自身的班级管理经验，就优秀传统文化在
班级管理中的渗透展开初步的分析与探讨，以期为同行提供裨
益。 

一、以班级文化为平台，浓化学习氛围 
班级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因此班级氛围的好坏，常

常影响到班级管理的效果。班级氛围的营造除了依靠人的因素，
还需文化辅助。而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座无尽的宝
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此，班级文化建设大可借取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浓化学习氛围，促进学风建设。 

比如高三一年，笔者都在前黑板开辟“每日心语”，要求每
天每位同学收集与“奋斗”、“坚韧”有关的传统名言警句，并将
其抄写在黑板上，激励全班同学，早读开始前诵读三次。每天清
晨，伴随着郎朗的书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坚其志，
苦其心，勤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莫道桑榆晚，微霞尚
满天”等传统名言警句在教室回响，学生的身心深受浸润。不仅
如此，笔者还在班级墙壁根据高三的阶段性目标粘贴传统文化名
言名句，如开学初张贴“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
济功业”、“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在一模前粘贴“不奋苦而求速效，只落得少日浮夸，老来窘隘而
已”、“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
思迁”；在高考前粘贴“头悬梁，锥刺骨，巾帼挥毫书奇志；三
更火，五更鸡，须眉仗笔写华章”、“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
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这些传统名言，既起到
警示和劝诫作用，帮助学生提升思想境界。又借由其深厚的文化
底蕴，给予学生指导和熏陶。 

二、以主题班会为支点，培育优良品德 
班会承担着比课堂教学更重要的功能，因为班会课是育德的

课堂。优秀传统文化是优良品质的动力源泉，因此，要善于挖掘
优秀传统文化，以主题班会为支点，集聚古人智慧，进行奋斗、
诚信、感恩、礼仪等多方面的品行教育，培育学生优良品德，建
设优良的班级风尚。 

比如开学初，笔者会举行“奋进高三、我要我行”主题班会。
在班会中，笔者会分组举行角色扮演比赛，让学生演绎西汉经济
学家匡衡“凿壁借光”、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笨鸟先飞”、
晋代车胤、孙康“囊萤映雪”等古代先贤勤奋好学的故事。让学
生在游戏参与中感受古代先贤的不懈努力，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
奋斗品质。又如在阶段考试后，笔者会举行古代“诚信”故事分

享主题班会，学生围绕“诚信”主题，分享各自寻找的动人故事：
如“张良学艺”、“宋濂借书”、“尾生抱柱”（或称“柱下期信”）、
“赤兔之死”等。通过故事分享与讨论、剖析，培养学生实事求
是，正视不足，不隐藏，不欺瞒，诚信应考的优良品质。总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要在其中深挖内涵，巧妙引用，
不论何种形式和主题，总能激发学生思辨精神，培育学生形成优
秀品质。 

三、以课余活动为契机，调适学习节奏 
高三学生学习时间长，思维强度大，生活节奏紧凑、紧张。

如不注意劳逸结合，长期以往，反而会降低学习效率，不利于成
绩提升。因此，适时将一些传统文化的活动引入学生的课余生活，
借由传统文化的宁静、平和来帮助学生调整学习节奏，既可以娱
乐身心，放松心情，又可以调整学习状态，提升效率。 

比如在期末汕头质量检测考后，笔者会适时组织班级“中国
象棋大赛”、“书法创作大赛”等极具传统意味的课余活动。一方
面借由“象棋大赛”、“书法比赛”等课余活动让学生放松心情，
调适学习节奏。另一方面，由于下棋、书法时均要求静如处子，
安然若素，举行这些比赛可以培养学生耐心和韧劲，使人心境澄
明，情绪平缓，助力高三学习。又比如，笔者会在一模后举行“中
国传统名曲欣赏会”，利用课余时间播放传统音乐：如《渔樵问
答》、《汉宫秋月》等，宛转悠扬的古筝、二胡或笛子，演奏出各
色的优美音乐，学生的心灵得以净化，思想得以洗涤，借由音乐
的调适再度前行努力。 

四、以社会实践为延展，成就未来人生 
“教育的意义在于人的发展”。作为高三班主任，不应当只

是功利的高分主义者。我们需要培育的不应只是“两耳不闻窗外
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是“国事、家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的新青年。这就要求我们在班级管理时跳脱班级授课
制的掣肘，引入蕴含丰厚传统文化资源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课堂
教学的延展和补充，帮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明晰过去，
展望未来，用优秀传统文化为学生树魂立根，为学生的未来发展
奠定基础。 

比如在期末汕头质量检测考后，笔者会组织班级成绩优秀的
学生和家长一同参观澄海“冠山书院”。“冠山书院”始建于明代，
是广东现存四座明代书院之一，素有“澄海第一书院”的美誉，
是澄海文化的发祥地。宋庆历年间（1041—1048），潮州前八贤
之一、宋太子中舍、易学大师卢侗“见冠山山明水秀”，环境幽
雅，遂于此结庐读书。1563 年澄海置县，1572 年澄海知县蔡楠
遂于神山北麓建冠山书院，教授邑中子弟，为澄海乃至潮汕的文
化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冠山书院先后培养和造就一批英才，明
清时期冠山书院培养出来的有周宗礼、许瑶等，民国时期有留学
三博士，许包野、吴其祥、郑肃恭，现代的有卢云峰，获得美国
杰出青年科学家称号。潮学大家、韩山师范学院原校长林伦伦曾
在文章中盛赞冠山书院：“澄海人的读书蔚然成风、人才辈出，
我认为则得益于澄海冠山书院的良好学风的滋养。” 

高三学生通过参观游览“冠山书院”，能够近距离感受澄海
文脉的兴盛发展，对于澄海地区崇文尚教、兴学育才的优良传统
有更为深刻的体会，这有利于学生自觉继承澄海地区厚重的文化
底蕴，以发扬文脉为己，奋勇拼搏，报效家国。 

总之，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能时时给我们深刻启示。班主任
只要时时留意，本着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原则，大胆借鉴、引
用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能在班级管理中生成无穷智慧，进而打
造出各方面都出色的优秀班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