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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与部编教材为伴  与传统文化同行 
◆李  琦 

（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学校） 

 
摘要：聚焦语文核心素养，与部编教材为伴，与传统文化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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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门课标的出台、一本教材的问世，是国家事权的落
实，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那么，在不同社会思潮、不同教育思
想激荡、碰撞的时代，课程教材如何做到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
弘扬正确价值导向，发挥在人才培养环节中的统领作用，帮助广
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打上中国底色，植入红色基因，担当起民族复
兴大任？这些深刻的命题，成为摆在全体教育工作者面前的时代
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是被历史证明 有价
值、 重要的文化精髓。它们流传千百年，经久不衰。孩童时期
正是人生中 重要的打根基时期，他们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小时候受到的教育。 

一、在学习中沉淀 与部编新教材为伴 
2016 年 9 月我担任了一年级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这年

正好迎来了语文“部编新教材”。新教材、新理念、新要求，要
求教师必须具备创新，要打破以前的教学常规，要灵活地运用和
处理教材，增强课程内容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要教会学生新的学
习方式。在这新理念压力下，我该如何开展我的语文教学工作
呢？我困惑、担忧。我意识到完善自身知识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我静下心来，坚定的树立起终身学习观。郭思乐曾说过:“基础
教育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相互牵制，如果你想在教法改 革的某一
阶段有所成就，就必须牵动教材、教法、教育管理及 评价，进
而指向人的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执教小学语文部编教材的这三
年里，我积极参加市、区开展的语文教研；2017 年 11 月我参加
了安徽省第四届名师工作室教学研讨活动；2018 年 10 月我参加
了“和美课堂”第十二届全国小学语文教学观摩研讨。“走出去”
我开阔了眼界，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学能力的提升，实现了我在
课堂教学改革上前所未有的突破。科学研究需要专业化的教师队
伍，而投身科学研究，教师会发现自己的专业成长需要更加迫切，
与学生同成长，与研究同成长, 这是有效教学研究的 大魅力。 

二、寻找教育的“根”与传统文化同行 
“以学定教”、“先学后教”，尊重人的内部自然，使生命得

到激扬，这是教育的“根”。而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做的就是“为
教育培根”。我们在教学时要善于运用传统文化经典建构课堂在
部编语文教材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与传播，借鉴古代蒙
学读物的形式进行编写，利用汉字规律编排识字。每一个学期的
前、中、后期，都按照深浅程度安排语文学习要素，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实现语言和思维的同步发展。教材注重联系生活，体
现了学科之间相互勾连，相互融合的大语文观。 

当我本学期将执教小学语文部编版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时，
就深刻体会到了这点教学时我们要善于发现，精心构思，巧妙运
用，让传统文化精髓根植童心。这个单元围绕“传统文化”这个
专题进行编排的。运用多种形式编排传统文化内容，力图由此形
成合力，提供充足的传统文化养分。先是第一单元中的古诗课文， 
有“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餐”等美丽的图景，有“春江水暖鸭
先知”这样细腻的感受，还有梅子黄时山林中的自然恬淡，让学
生轻快明朗的感受着季节的美。然后在第三单元中的古诗、课文，
以时间先后为序，写出了春节、清明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的礼
俗、景象及与之相关的情感，让学生深人了解传统节日的文化。
接着在第二单元安排了文言文《守株待兔》，体现了中国古代先
贤哲学思辨的深度。部编教材从学生熟知的故事出发，引导学生
感受文言文的特点、语感，初步让学生掌握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方
法。而第三单元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选编了一组课文。通

过《纸的发明》《赵州桥》《一幅名扬中外的画》让学生通过课文
了解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产生民族文化自豪感。语文园地中的
《日积月累》通过《忆江南》 《滁州西涧》 《大林寺桃花》等
古诗词，描绘了具有东方美学的别致景观，蕴含着诗人的情感与
哲思，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通过古代先贤关于改过的名
言，给学生以传统美德的熏陶，培养学生修身律己的行为习惯。
通过成语，既有包含寓言故事的成语，也有八字形式的成语，帮
助学生积累源于古代汉语的常用语言形式，将文化积淀与语言运
用相结合。这样的多种路径，为学生们呈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典
型符号，增进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三、聚焦语文核心素养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课堂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教师教学时要善于

运用传统文化经典建构课堂加强有效教学，教师任重而道远。我
在执教小学语文部编版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综合性学习》这一
板块内容时，我总结了以下四点反思： 

1、整个教学板块中我发挥主导作用，充分让学生自主地学。
学生中通过查找资料、调查采访、小组合作、动手实践等多种形
式的活动，了解传统文化知识，感受我们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 

2、课堂上我注重学法指导。揭示课题后，让学生说说，要
想深入、全面地了解这些节日，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我及时梳理
学生所提出来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进入自主学习探究环节。令
我没想到的是学生的创新意识很强，三个节日的汇报分别采用了
介绍资料、演一演、做小报的方式。 

3、在教学中，我积极探究教法和学法，努力做到“六让”：
目标——让学生明确；过程——让学生参与；新知——让学生发
现；资料——让学生收集；内容——让学生自选；结论——让学
生归纳，而且在学法基础上，我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充分将现
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有效整合，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都达到了质的飞跃。 

4、在课前准备时，我搜集了大量的图片，以及赛龙舟的视
频，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看，更加直观、形象地表现节日的快乐
气氛，有效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知识，满足学生
的好奇心。 

我国的传统节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好记忆，是人们日常生
活的精华，积淀了博大而精深的文化内涵，传递着我们中华民族
感恩、爱国、爱老敬老等优良传统。过节，对于每一位孩子来说
都是一件高兴的事，是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中国的节日怎么过，
有哪些有意思的好玩的地方学生们并不清楚，当我将端午节作为
例子并且从孩子们 感兴趣的吃上入手，学生们的兴趣还是比较
高涨的，端午节不仅可以吃粽子，比如在传统过法中吃大蒜、吃
鸡蛋这些习俗孩子们都不知道，而且南方北方不同的习俗、每一
项习俗所代表的意义等等都成为学生关注的焦点。所以说学生不
是不喜欢中国人自己的节日，关键是让学生怎样去喜欢。因此让
学生了解每个节日的内涵，感受节日的欢庆与幸福，并激发民族
自豪感。布置学生书写对过节中一些风俗习惯的了解。 

在综合实践活动过程中，每一个学生都是喜欢并乐于参与
的，配合教学我还开着了非富多彩课外活多:亲子诵读、制作小
报、手工制作、卡片制作等。我们教师要充分尊重这样的一个个
主体，无论是哪种情况，在遵循综合实践活动分组原则的基础上，
用感情做桥梁，用道理做纽带，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发挥自
己的那份光，那份热情。 

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充分反映了国学教育在部编教材中的
重要性，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立德树人，陶冶情操，塑造性格，
并有助于学生建立相对完整文化谱系观，更是一个人真正的认识
并热爱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