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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 
◆杨雪莲 

（辽宁省大连市实验中学） 

 
摘要：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想要让中学生更好地承担

起历史使命和责任，就需要培养他们的爱国情和民族自豪感。传统文化

是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因此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最简单有效

的途径，只有认同了学生们才会产生喜爱之情，这样我们在进行传统文

化教育的渗透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本文通过分析当前阶段语文

教学的现状，来探讨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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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且同我们的语文教学课本是
紧密相关的，因此，我们做为语文教师有义务在此基础上进行传
统文化的弘扬，但是自 21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发
展，大量的西方文化肆意的在青少年之间传播，这对我们的传统
文化传播造成了很大的阻挠。基于此，我认为在中学这个重要阶
段，语文教师应当自发的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帮助更多
地学生了解并爱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一、当前中学语文的教学现状 
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古诗古文、成语典故、文学名著等文

化精粹都是我们语文学科的必考内容。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的传
统文化是同我们中学阶段的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但是唯分数论
的应试大背景下语文学科成绩的提高是需要死记硬背的，因此很
多语文教师往往都是把这些传统文化强行的灌输给学生，孰不知
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不利于我们语文教学工作的开展，还会引起
学生的逆反心理。灌输式的教育不仅不会让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
兴趣，还会让学生们觉得知识点晦涩难懂，进而丧失学习的动力。
因此，我们做为语文教师，应当积极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引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如何让学生自发的学习，就如同大部分女生对十
二星座的自发性了解一样。 

二、传统文化的渗透关注点 
1、渗透的前提 
想要做好传统文化的有效渗透，首先就需要做为语文教师的

我们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进而明确自己的授业态度。语文教师
想要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只能是抛弃传统的“应试教育”
理念，进而树立起“素质教育”理念。素质教育不同于应试教育
的地方在于教师除了要传给学生固有的学科知识以外，还要教导
学生如何成才，全力培养他们的道德品格和优良的温、良、恭、
俭、让、忠、孝、仁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只有这样的教育才可
以培养出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养成勤劳勇敢、爱国、
自强不息的优良人才。这些教育不单单要求教师对学科知识的了
解，还要求教师必须对传统文化有一定自己的见解，只有这样才
可以做到正确传授传统文化的前提。 

2、渗透的立足点 
语文教材是离不开传统文化的，这从我们文言文教材的选择

上就可以看出，我们所用的人教版教材是由国内的一线名师和教
育专家精心挑选的名师名次和成语典故。这些优良的传统文化不
仅符合当前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更符合他们的世界观。进行
这些传统文化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还可以
培养学生的语文学科素养，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学生们还收
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这些文章完美
的传授给了学生。因此，我们做为中学语文教师在进行授课的时
候一定要立足于教材，进而以课本为基础深入的剖析课文当中所
蕴含的传统文化和精神，进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优良品格。拿
课文《陈太丘与友期》举例，这篇文章不仅讲述了诚信、方正的
重要性，还向学生们阐述了陈元方维护父亲尊严的责任感和无畏

精神。 
3、渗透的手段 
首先，教学工作的开展应当丰富多彩，不应当拘泥于课本。

单单的讲述课本的知识，往往会枯燥、乏味，我们在讲解书本知
识的同时就可以引申出更多地知识点如：文章中人物的相关故
事、背景等，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还利于
学生形成自己的语文知识框架。拿我们的课文《孙权劝学》进行
举例，不仅可以讲述学习的重要性，还可以引申出吕蒙的“吴下
阿蒙”、“白衣渡江”等历史小故事，这对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
是大有裨益的；其次，我们语文学科的课外阅读是非常重要的，
学生们单纯的通过语文课本是只能涉猎很少的知识点的，且学习
起来兴致不高，但是让学生有选择的进行自发的阅读就不同了，
学生们不仅会兴致高昂，还会主动地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收获，
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最后，我们在讲解课本知识的
时候，一定要深深的剖析文章的字面意思和其精神内涵，因为文
章的选择往往是有着其特殊的意义的。如高中的课文《六国论》，
不能单看字面的意思，更多地应当是思考其借古讽今的含义。除
此之外，我们的很多优秀课文都是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的，做为教
师我们应当把这些知识点延伸出来让学生看到，然后一起去探讨
这些传统文化对我们现在的启迪和帮助，例如孟子的《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的道义精神，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中的爱国主义精
神，蒲松龄的《范进中举》中的讽刺文化等等•••••• 

结语：总之，初中阶段语文教师的教学责任是很重的，我们
不单单要教好学生的专业知识，还要借着专业课的知识来帮助更
好地了解和弘扬传统文化。而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不仅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地成长，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形成良好的世界观和
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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