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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开展小学传统节日文化教学的策略  
◆何金峰  许文琪 

（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广福小学  辽宁省大连市  116318） 

 
摘要：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具有“中国特色”,连着民族的根,系着中

华的魂。现代化发展下，我们需要继续将传统文化弘扬下去，令其展现

出独有的魅力。因此,小学教育要充分结合传统节日文化蕴含着的宝贵德

育资源，为小学生创设适宜教学环境，多形式地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并在体验与实践中去创新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力争做一位文化的传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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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有着许多优秀的文化思想艺术成

果。小学教育作为人生教育初级阶段，有责任承担起培养学生传
统节日文化意识，加大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宣传与教育，以便更好
地将其传承与弘扬下去。教师要从课堂教学出发，帮助小学生拓
宽了解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窗口，循序渐进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活动，引导学生去认知与感知，督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养成良好的行为形成习惯，共同将我国优秀的传统节日文化传承
下去。 

一、提高自身修养，挖掘教材内容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与研究者，应以身作则，每日以

阳光积极地面貌去面对学生，作一位有心人，去关注学生的成长
变化。为大力将传统节日文化弘扬下去，教师首先要有足够的知
识储备，尤其是语文教师，应勤于钻研古籍，悉心学习古典文化，
走入课本教材中，去仔细分析与诵读经典文章，巧用计算机互联
网平台去搜集更多资料，多元的寻找适宜小学生学习的传统节日
文化内容，制定出相应的教学计划与安排，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
习氛围。 

二、挖掘课本内容，渗透传统文化 
加强语文教学中传统节日文化的渗透，就需要挖掘和理解教

材中包含的文化意义。首先，教师应将其中的传统文化观念、内
涵等进行提取，面向学生强调到学习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所在，
争取引发学生内心的文化共鸣。其次，学生在语文学习活动中，
不应该直接走入精心设计好的提问与机械训练中，处于一种被动
的学习状态，而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以便于学生发挥能动
性自主进行阅读、发现、创造，从文本和现实中吸收人文的养科，
在阅读中勾画优秀词句，感受作者想传达给我们的情绪与文章立
意所在，在深阅读中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教学活动中发挥指
引作用，协调每一部分课程内容的所占比重，把握好教学的重难
点，找寻到恰当的渗入点，有指向性地将教材内的知识点与中国
传统节日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引领
着学生去了解传统节日文化的基本知识，组织学生借助多种手
段，在拥有充分资料信息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分析，你我分别发表
着不同的观点，相互地学习与帮助，来一起深入感触传统的内涵。 

三、创新教学形式，加强体验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教师要积极利用四周的条件，结合

小学生身心发展特征、与可接受能力等，多元化组织起传统节日
文化宣传与教育活动，加强师生、师生间的对话交流，携手去感
受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所在。各学科教师也可结合主题为不同年
级学生设计了以弘扬传统节日文化为主题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活
动，把握住学生的兴趣点，深入去体验与学习，例如：可围绕“春
节为什么贴春联”这一主题，谈谈贴对联的意义所在，以及书写
对联与贴的讲究，品味一下古人书写的歌颂春节诗词句，学生在
这样的活动当中不仅学到了很多诗词，在文学的浪涛下提高审美
品味，真正感触到了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收获人生感
悟，丰富和完善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 

四、丰富课外活动，传承传统文化 
课外活动是在日常语文课堂活动的基础之上，集合广大教学

资源，有计划性地教学的一部分扩展与延伸到课堂外进行活动，
旨在扩宽学生的视野面，促使他们可获得更多的知识。例如，教

师可从古诗词中去截选一些易懂的内容，带领学生从历史、文学、
地理等多个视角下去品味经典，强化学生对优秀词句、篇章的记
忆，同时还可联合学校，一起大力开展德育活动，打造文化长廊，
组织各班绘制主题黑板报，开展朗诵经典的比赛活动等，学生们
可自由组建小组，发挥自身的特长，五彩缤纷布置长廊和黑板报、
教室，热情地走上台去展现自我，在全校形成传统节日文化教育
氛围。 

五、与教育实践结合，综合评价体系 
优秀传统继而文化教育不能只单单局限在常规形式，难以吸

引学生的兴趣，在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应当集思广益，
努力创新举措和探索新的形式。如：可与教育实践结合，组织学
生参与到大型活动当中，针对于一年级新生的开笔礼活动，学生
们身着汉服，行古礼，完成一系列庄严隆重的仪式，用这一传统
来纪念重要时期。除此之外，传统节日文化教育还应与学生综合
评价结合，就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与对问题解决，给予学生及时
的评价和鼓励，建立一个恰当的评价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例如：
学校内还可组织评优活动,在每一学年末都可组织推选“星队
员”，用以表扬学校中的乐于奉献、爱好读书、讲卫生爱环保的
同学，学校授予相应的荣誉证书和奖励，用于鼓励和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扬弃的推进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新时代下传统节日文化应被我们扬弃的继承，在

更好地环境下降其发扬光大。学校作为开展教育的主要阵地，要
采取多元化的形式大力推进，教师要根据小学生的实际认知规
律，以恰当的方式和方法创设学习传统节日文化的氛围，渗透传
统节日文化教育。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一定能让传统文化之花开
遍小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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