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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历史教学中的传承与渗透 
◆薛文涛 

（陕西省洋县中学）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智慧的结晶，

蕴含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历史教育是传统文化教育的载体之一，传

承与渗透传统文化，对于提高中学生的学科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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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民族智慧
的结晶，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生生不息的根基、滋养和
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因此，传承与渗透传统文化既是历史教学课
程标准的要求，也是历史教师教书育人的历史任务之所在。如何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出色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笔者结合长期的高
中历史教学谈谈自己的做法。 

一．历史教师要做传统文化忠实而广泛的涉猎者、勤勉的学
习者和深刻的领悟者。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就中学历史教育而言，它包括
诸子百家、汉字书法、传统文学、宗教哲学、国画、民族歌舞、
中国戏剧、民族音乐、衣冠服饰、中国建筑等。现代历史教育要
求教师具有传统文化方面的丰富知识，阅读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
经典性的理论著作，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领悟其内涵和传
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这样，教师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才能不
断丰富，成为传承和渗透传统文化合格的教育者和传承者。 

二．多种途径传承渗透传统文化。 
（一）把课堂作为传承和渗透传统文化的主阵地。教师要在

课前做好认真准备工作。结合历史教材的内容查找与之相关的传
统文化丰富资料，将两者和社会实际密切、巧妙地进行结合。例
如教师在讲授孔子的思想时，依据《论语》中孔子关于“仁”不
同情况的解答，教师将它概括为：仁者爱人博爱思想，克己复礼
为仁的复古思想，忠、恕、孝、悌为仁的社会伦理道德，恭、宽、
信、敏、惠为仁的个人素养，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
启发的教学方法，以六经或六种技能为主的教育内容以及知之为
知之，不知为不知，学思结合的学习态度和方法等。 

（二）合理运用现代技术教育手段。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
达，多媒体技术成为辅助教学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形式，
教师可以通过视频（如央视的“大国重器”、“鉴宝”等栏目）、
图画、图片、网络文字性材料等为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学习提供
多种渠道，将传统文化知识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呈献给学生，让
学生在直观体验、接受传统文化。 

（三）创设文化环境，积极拓展第二课堂。将校园作为传统
文化传承的广阔舞台，在教室、校园走廊、报栏、教学楼等可以
利用的地方用标志牌、悬挂条幅、标语等方式，或通过举办书法、
绘画大赛等形式，打造校园文化，使学校充满浓浓的传统文化气
息，将学生置身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期熏陶，潜移默化地达到
接受、理解传统文，净化其灵魂。 

（四）通过历史讲座，传承并渗透传统文化。在我校“名师
大讲堂”活动，如笔者通过“传统文化之史学常识”的讲座，就
撰史、研史必备的素养和史书编撰体例、学科核心素养、历史观
点、史料、历史纪年方法、避讳、地理山川、家谱、明清科举考
试、阴阳五行等知识进行系统讲解和传授，学生受益匪浅、收效
显著。 

（五）借助民俗文化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民俗文化是对民
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如传统服饰、节日、习俗等等。
民俗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支撑之一，与历史学有密切的
亲缘关系，传统节日就像一幅珍藏的画卷，包罗万象，如春节、
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等共同的民俗
节日，还包括不同少数民族的特色节日。教师在传统节日前后通
过历史课堂、辅导课、第二课堂等进行相关民俗文化的介绍。利
用师生互动、学生讲课或者小组讨论的方式展示我国习俗文化的

魅力。   
（六）积极开发校本课程。校本课程要以学生为主体，开发

旨在发展学生个性特长的、多样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如可
以利用校内资源如大成殿，挖掘当地资源如洋县文博馆、古建筑
城隍庙、蔡伦墓祠、智果寺、开明寺塔、青山观及华阳烈士纪念
碑、红二十五军司令部等，民俗风情如洋县社火，扫五穷、木偶
戏等，组织人力，专心编撰，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真
情实感。 

（七）组织学生有条件的旅游。旅游资源是直接接受、感悟
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通过游历，感悟传统文化如剪纸、雕刻、
编织、民歌、皮影、花灯、龙舟、舞狮等的魅力，利用古镇游、
生态游、农家乐等民俗旅游项目，产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增
加相互间的亲和力，增强学生保护、学习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三．历史教学传承与渗透传统文化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充分参与，切身感受并

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教学中，教师在充分挖掘这些知识的
前提下，应组织学生充分参与，通过学习小组探讨、交流、讲故
事、辩论会等方式，以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现象深入理解，让学生
切身去体悟、大量汲取这些文化营养，完成立德树人的教学任务。   

（二）要将学科素养贯穿于传统文化传承与渗透的始终。学
科核心素养是新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中学历史教学要把传承与
渗透传统文化内化为一种精神和素养，克服应试性、功利性的弊
端，切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来龙去脉的教学使学生形成唯
物史观，让学生解读传统文化内容培养学生历史解释素养和时空
观念，学生动手收辑并解读史料来培养其史料实证素养；强化学
生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从心底产生“家国情怀”，提升国家文
化的软实力，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三）注重与语文等学科的渗透与联系。经典作品蕴含着深
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知识，有其独特的魅力，教师在历史教学中，
让学生搜集、整理优秀经典文学作品，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展示，
挖掘其精神内涵和实质，积累传统的文化底蕴，营造学习氛围，
感受其神韵。 

中学历史教学承担着传承和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任。它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及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历史教师要以新课程标
准为指针，做传统文化的忠实的传播者和弘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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