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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探析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措施 
◆李彦明 

（望奎县先锋镇中学  黑龙江省绥化市  152100） 

 
摘要：语文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一直占据着基础和主导的教学地位，主要

原因在于语文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和前

提，更在于语文知识的学习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语文可以说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载体，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素材以及经

典名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以及民族信念等宝贵的精神财富，

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基础。本文就初中语文教

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措施进行探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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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外在体现，也是一个

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和义务。语文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知识载体，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素材以及经典名
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以及民族信念等宝贵的精神财
富，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基础。因此，
初中语文教师要在教学中使学生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
厚重，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促使学生更好的继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1、新课改背景下的必然要求。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

得信息文化传播的速度空前加快，多元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模
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压缩，其主体地位受到
了冲击，新课改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已成为初中语文教学的
主要内容之一，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符合新课改的要求。 

2、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初中正是学生思维活跃以
及价值理念形成确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教育状况直接影响
到了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和发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
化，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健康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学生建
立起正确的思想价值理念，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1]。 

3、有利于发挥语文的传承作用。语文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
基础学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学科可以说是我国数千年
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途径和载体，也是民族精神的积淀和结
晶，其教学有利于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有利于发挥语文学科的传承作用。 

二、当前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现状 
1、传统文化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缺少足够的重视 
在固有教育模式下初中语文教学仍旧注重语文知识的传授

和习题的训练，在培养学生语文实践应用能力的同时忽略了传统
文化的渗透和讲解，使得传统文化渗透的效果并不理想。 

2、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学习过于形式化 
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并不在于传统文化的形

式教学和讲解，而是将传统文化和语文教学相结合，引导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的理解和学习掌握，从而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弘扬，当前初中语文教学的传统文化表现过于形式化，
没能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精神情感作用[2]。 

3、学生缺少对传统文化的探究学习兴趣和热情 
初中生的叛逆心理十分强烈，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缺少自主

探究学习兴趣和热情，严重影响了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
渗透，需要教师增强传统文化渗透的趣味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并激发学生的探究学习兴趣。 

三、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措施 
1、创设生动的古典语文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 
兴趣和热情是支持学生对语文知识不断学习和前进的动力

来源，也是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具备高昂的学习兴
趣和热情的学生可以在初中语文学习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

时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鉴于此，教师可以创设生
动的古典语文学习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的进行感悟和学习，利
用信息技术在听觉和视觉两方面进行创建，激发学生对语文知识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3]。例如，在讲解刘禹锡的《秋词》这首诗时，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秋天的萧瑟和落寞，并播放一段
悲怆的音乐，配合诗歌朗诵，为学生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让学
生感受到虽然作者在描写秋天，但更多的是通过秋季的萧瑟和荒
凉体现作者内心的凄凉和孤独，但诗人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
有消沉下去。通过这种教学模式让学生深刻体会到身处逆境也不
能放弃的精神。 

2、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引导学生接触、阅读传统文学作品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是一个人获得精

神食粮的重要途径，是一个人提高自身修养的重要工具，是一个
人不断发展突破的重要动力。初中语文教师应培养学生的阅读习
惯，引导学生接触、阅读传统文学作品，在拓展学生视野的同时，
更能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渗透，学习传统文化中
的精华部分[4]。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一文，相信每个人都会
对其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感到动容，感受到一代忠臣的
一片丹心，学生能够从此问中学会忠诚、感恩的重要性。阅读苏
轼的《赤壁赋》、《赤壁怀古》、《定风坡》等篇目，能够见证苏轼
的一生风雨、一生挫折，然而他的多情造就了他的豪放，他的豪
放造就了他的豁达，学生从苏轼的篇目中能够学会淡然、豁达与
宠辱不惊。此外，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篇目
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诗仙太白真的带有“仙气”，学生能够从中感
受李白的与众不同，学习李白的豪放不羁。学生在阅读中接受优
秀传统文化的洗礼，并取其精华为自己所用，开拓视野的同时丰
富了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提高自身修养。 

3、借助传统节日帮助学生领略民族文化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包含着大量与传统节日有关的课文，这

都是渗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要结合实际的情况，
在教学时借助传统节日实现对学生传统文化的熏陶，并积极的组
织学生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不仅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同时
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悟和认知。例如：在课文《云南的歌会》
以及《端午的鸭蛋》的学习过程中，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和
习俗进行讲解，同时还可以开展传统知识文化的竞赛，引导学生
在课后通过实践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样可以有效的加深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
和弘扬。 

结语： 
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需要从各方面着手深入挖

掘传统文化的内涵，并分析结合当前初中语文教学的现状，从而
使传统文化更好地渗透到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在初中语文教学
的过程中应结合传统风俗节日，立足初中语文教材，更应培养学
生阅读习惯，使学生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能够更好地了解、学习、
运用传统文化。教师除要将传统文化贯穿于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
中外，还应将学生学习语文知识与学习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放在同
等重要的位置，使传统文化真正渗透于初中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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