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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教育在初中语文中的渗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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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语文课程是中学生接触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

传统文化又是我国人民经历悠久历史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因此，在初

中语文课程教学中，老师适当渗透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具有一定的意
义，有助于学生认知和理解传统文化知识，并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知

识储备，对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丰富学生的大脑思维都有很重要的作

用。在本文中，笔者主要结合初中语文课程的有关内容，就如何渗透传
统文化教育内容做如下分析，以期总结出有效地渗透路径，最终引导学

生真正学习和领会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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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新课改背景下，对初中语文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中，课程教学应该重视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内涵性，并以传统
文化渗透为基点，对学生开展有效地文学培养工作，这样才有利
于拓展学生的文学思维、提升学生的精髓文化涵养，使之具备良
好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然而，从当前初中语文课程教学情况
来看，传统文化的渗透工作还不够深入，同时没有与课程内容做
到有效地衔接，这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和规划。鉴于此，本
文对传统文化教育在初中语文中的渗透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意
义，通过对传统文化渗透途径的探讨，有助于找到传统文化教育
渗透中遇到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借鉴办法，从
而实现语文课程与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融合。 

二、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是先人们流传下来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的总和，具有

一定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作为新时期的中学生，需要掌握一定的
传统文化知识，才能提升自己的文学积淀，进而树立正确的思想
价值观念[1]。所以，为了有效发挥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传承作用，
使得传统文化教育得以传承下去，笔者将结合相关初中语文课程
教学内容，对传统文化的渗透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将传统文化思维渗透进教育理念之中 
老师是学生的引路人，其教育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到学生的

学习效果。因此，在初中语文课程教学中，老师必须先从自身教
育理念出发，意识到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加强对传统文化
知识的理解和认知，以及探索传统文化与课程内容的切入点，从
而真正将传统文化教育思维渗透进自己的教育理念之中，以利用
正确的教育理念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最终引导学生正确学习
和理解传统文化知识。在此过程中，语文教师需要提升自身的自
觉性，不断学习和挖掘课本知识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深入
挖掘课本中的文学知识，让学生从课本新知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魅
力。 

我们以日常教学为例，老师需要加强自身的文学涵养，多阅
读、多积累文学知识，以开拓自身的教育思维。然后，学会从文
学知识中提炼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容和思想，并利用传统文化思想
去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最终形成良好传统文化与课程教学融合
理念。在正式上课之前，老师也需做好相关的教学准备工作，包
括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与现实教学内容的融合点，始终以教学
内容为突破口，寻找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思维，最终将课程内容
中的传统文化思维得以传达给学生。 

（二）拓展和延伸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知识 
在新课改的要求之下，初中语文教学不能只着眼于现有的教

材内容，而是要不断深挖和拓展课程的教学内容，才能让学生学
习更多有用的知识，以拓展学生的知识层面。这也是渗透传统文
化教育的一种有效做法，教师懂得如何拓展教材中的传统文化知
识，可以让课程教学内容更具文学价值，学生也能从中领会更多
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容。因此，教师拓展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知
识十分必要，也是真正实现传统文化教育渗透的重要体现。 

我们以古诗及论语等课程教学内容为例，在展开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需要根据上课的内容，适当收集与课程知识相关的传统

文化内容，并及时的发送给学生，要求学生利用课前时间多阅读、
多探究，以深挖课程知识中的传统文化思想内涵。比如说，在学
习论语等比较经典的文学内容时，老师就可以收集多一些关于论
语的解析资料以及所诉时代背景资料等，以让学生充分理解文学
创作的形成背景和历史价值等。然后，老师也可以鼓励学生们多
利用课余时间，去收集和查阅更多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文学资料、
文人笔记等，去学习和领会古人的思想和智慧，以开拓自身的学
习视野，增强自身的思想文化内涵[2]。此外，老师也可以将相关
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传统文化内知识制作成微视频等，定期发送给
学生进行学习，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
使他们的思维品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三）结合课程教学开展合理的传统文化学习活动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时间本身比较紧迫，无法展开更多的传统

文化学习。因此，我们想要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学习思维，增强
学生们的文化素养，还是需要结合额外的传统文化学习活动，鼓
励学生多利用课余时间去探索和学习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
这样才能真正提升他们的文学素养。对于传统文化学习活动的设
计和安排，教师还需要多下功夫，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之下，
开展有效地传统文化学习活动，使得学生从活动中积累到有用的
传统文化知识。 

我们以《愚公移山》等经典的神话故事为例，老师可以组织
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去收集一些关于课文内容的资料，包括寻找
相应的影片、图片资料等，又或者带领学生们去校园图书馆等地，
去寻找和借阅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图书等，以借助资料的查
找和阅读活动来增强学生们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认知，促使学生
们了解神话故事的来历和渊源，从而让学生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进而激发他们学习的欲望。  

三、结语 
总之，在初中语文课程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是教育发展

的要求，也是学生了解我国的文学历史和文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重
要机会和途径。所以，教师应该从自身做起，增强自身的文学修
养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意识，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课程教学内容和
方式，以建立更加全面的传统文化知识教学体系，最终营造一个
良好的传统文化学习环境，使得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到宝贵的文学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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