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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分析 
◆杨叶晃 

（广东省高州市东岸镇六修小学） 

 
摘要：小学语文学习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以后学习习惯和学习

态度的好坏，这对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活尤为重要。而传统文化在小学语

文课堂中的渗透,其不仅顺应了新课改发展，同时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语文
素养，促进了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从小学阶段起即在教育中加入优秀

的传统文化,这样可以帮助学生从小构建传统文化体系。对此本文对传统

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的一些方法策略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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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正如我们所知,小学语文作为一门最基础的学科,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更我族智慧的结晶，因此，
小学语文教学通过渗透传统文化,就更是对语文教材艺术美的体
现,也是对教学视野的有效拓展。小学语文首先要学的就是汉字，
而教学时就要紧紧抓住汉字象形的特点，从而深入挖掘其形象趣
味性，以此激发学生兴趣并活跃课堂氛围。 

一、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的重要意义 
（一）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知识是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是由于其的丰富性，亦或是其的

逻辑性和严密性，学生因此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完成整个的学习
任务。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学习汉字时通过注意其汉字本
身形体特征等，注意可能与之相关的历史典故或者神话传说等各
种传统文化，使汉字不在是枯燥的文字，其具有了更加形象的意
义，这样一来，枯燥也就变得有趣，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和兴趣也
就得到了提高。 

（二）提高教师教学效率 
小学生学习汉字时要经过三个过程，即认识、记得、和会写，

而这对于刚开始接触汉字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困难的。而在教学时
运用传统文化则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在教一个字时，
不仅要给学生解释它的形体结构，而且要让学生了解其真正的文
化内涵，使学生对这个字达到更深层次的了解。如“誓”这个字，
教师要告诉学生其代表了一种有约束作用的言辞，接受该言辞
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要坚决执行，不然就必须接受严
厉惩罚，使同学们明白这个字的同时懂得了守诺的重要性。 

（三）培养学生文化素养 
相对于其他的文字来说，汉字学习起来更加困难，但是它博

大精深，也更具有文化内涵。将传统文化渗透于识字教学之中，
学生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提高，同时他们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有了
一定的了解。小学语文课本中也有很多优美的古诗词句，如“不
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充分展现了一个充满生机的
春天。由此可见，学生对简单而优美的古诗词的学习，学生领悟
到词句间蕴含的文化元素，是对文化素养的积累。 

二、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的方法策略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使学生们了解了我国千年

来传统文化沉淀的丰富思想内涵，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件事就成
了关键问题，对此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古诗词记忆 
小学阶段通常学生们的记忆力最为活跃，因此也最为适合背

诵简单的古诗词，古诗词作为一种宝贵财富，它有着很高的艺术
价值，它读起来朗朗上口，方便记忆。无论在哪个名族，文化经
典永远是最具权威的著作。对古诗词的记忆，学生们获得知识的
同时，也接受了历史优秀文化的熏陶。古诗词是对传统文化的沉
积，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古代文明
的精神，它一方面包含了文人墨客的各种情怀和伟大理想，另一
方面也有对国家大好河山的眷恋。虽然学生们年纪尚小，但他们
也会有思想，通过古诗词的背诵他们亦能学到不少东西。与此同
时，在背诵过程中古诗词中的汉字也得到了反复记忆。教师在教
学时，可以采用朗诵会或演讲等多种方式，给学生自己发挥的机
会，这样一来学生也会更加积极主动，传统文化无形中得以传承。 

（二）成语故事、趣味故事的熏陶 

低年级的小学生年龄不超过十岁，他们对外界事物充满好
奇，要想采取合理的教学模式必须要根据此特点，为了充分调动
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讲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爱听故事是小孩
子的共性，无论是成语故事或者任何有趣味的故事。适当的给学
生讲故事，是对他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小学语文课本中不仅
有许多经典的国学故事，比如说《揠苗助长》、《守株待兔》、《孔
融让梨》等，还有许多的成语故事，如“狐假虎威”，这是一则
有趣的寓言故事，教学时为了让学生会读会写并理解这四个字，
上课时可以借助有趣的图片，然后向学生生动地讲解这个故事，
这样学生们就会专心致志的听讲，而之后则要求学生读写这四个
字，学生也会积极配合，再之后便向问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
成语，并加以讲解。因此课堂教学中适当讲故事，学生将有更加
深刻的理解。 

（三）普及多媒体教学 
现如今，教育技术在不断发展，新课程改革进程不断推进，

教育方式也不再是传统的黑板加粉笔，而是在不断的向多元化方
向发展。多媒体教学，它使用了各种音频，图片，视频等原件，
成功集中了学生们上课的注意力。因此，我认为小学语文教育中
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是必要的，如上文所说的诗词和成语故事
教学，都可以为其匹配相应的情景环境。同时，在网络技术发达
的现在，网上各类有趣的小视频数不胜数，有很多关于成语故事
的，即可以在课堂上进行播放，加深学生们的理解。做 PPT 是
的一这特效也可以有效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通过这些方法，同
学们的上课效率更高，同时也加深了对诗词，成语意思的了解。 

三、结束语 
综上可得，小学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传统文

化渗入小学语文教学之中，无论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还是个人成长
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增强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效
率，培养了学生的文化素养。而如何渗透是需要一定方法的，希
望本文所提到的一些策论方法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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