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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王祥平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三阁司镇临江小学） 

 
摘要： 为中华儿女发扬传统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传统文

化属于中华的精神财富，它也是使中国成为特色主义国家必然的条件，

想要将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就必须从小学生抓起，将这种文化渗透

到小学语文教学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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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作为中华民族的有人，享受着无数灿
烂的文化精髓，这种文化的传承及精神文明的发展却从没有停止
过，这种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也以独特的方式记录着
这个中华大国的变化。教育是将文化进行传承的主要方式，对于
教师来说，不仅要不断进行文化的学习，还应当将其渗透到教育
中去。 

一、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评价可谓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对

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力。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如何进
行弘扬呢？那么首选就是通过课堂进行弘扬与传承，将这种传统
文化带入到语文教学当中去，让语文教学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与发展，还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小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教学的要求中提出在进
行语文教学中要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同时传统文化也为语文教
学活动上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所以语文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
相辅相成、相互发展的关系。除此之外，语文教学的方式也是发
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的方式。在对小学生进行语文教学时将传
统文化进行渗透不仅是对学生语文汉字素养的一种提升，还是传
承、发扬中华文化的有效方式[1]。以语文教学的形式向小学生渗
透，可在无形中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感与民族自豪感，好在陶冶
学生情操上有很大的帮助。 

二、传统文化与小学语文进行结合的重要性 
对小学生进行语文教学时将传统文化与其进行结合，形成语

文、文化双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双向的。一
方面，对于学生进行语文知识的教育时，教育知识需要从中华传
统文化中进行汲取，这样才能使教育内容更丰富更加饱满，同时
中华传统文化还在无形中将语文知识巧妙的联系到了一起，使学
生在进行学习时更加的具体，更具有系统化，同时对于教师也有
着一定的帮助，能使教师的教学秩序不会混乱，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使语文的教学意义及重点目标更加的明确；另一方面，对于学
校与教师来说，他们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与纽带，那么小学生将
是祖国新一代的继承人，当然也就是新一代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对小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主要是因为处于小学阶段的他们
在心智上还尚未成熟，现在对其进行教育正是时机，可以是他们
从小就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产生民族向心力。这也就是对小学
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2]。 

三、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策略 
（一）通过开展语文综合教学进行渗透 
中华传递传统是一个达到整体，它主要可以分为文字、语言、

思想及六艺都能等，在这几部分中包含了儒释道等文化思想。在

对学生进行语文教学时，需要培养学生在阅读与赏析中发挥充分
的联想与想象，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欣赏的同时增加自身对文学作
品的感悟，在对学生这种教学中提升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及自
身的经验，这也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生良好的世界观的养成，不断
地提升自身的社交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其次学生在进行语文的
学习过程中，还能增长自身的分析能力及对于事物、文学形象进
行概括的能力，并将自身对事物的观点进行细致有条理的分析及
阐述，从而表达出学生的感受，在学生进行课内外阅读时还能使
学生获得鉴赏的能力及对文学形象的直觉体验； 后，学生在对
文学作品进行赏析时，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性思维，不应该一味的
以教师的认知对作品进行欣赏，养成主动探究、主动思考的习惯，
对语言进行积累，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认知[3]。例如：在学习《木
偶戏》和《奥运圣火》中学生通过在课上进行学习之后，鼓励学
生在课下可以进行实践，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实践中感悟到中华
之美，这就是以综合实践的形式，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小学语文的
教学中。 

（二）通过古诗教学进行渗透 
对于中华的文字版本来说，古诗词是一种特殊的版本，它也

被称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古诗词是一种再现中国传统生活及
思想的一种文体，古诗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中华传统独有的平
直与坚贞的性格，还有传统的生活方式及中华传统的民族美德，
其本身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双面传统文化
的讲述时，相得益彰。从小学阶段的古诗词来看，存在着很多流
出千古的古诗词，所以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该对学生进行主观上
的了解，并用有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能够在其中领
悟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深刻内涵，进而感受到古诗中蕴含的传统魅
力。例如：在对学生讲述《出塞》时，这首诗对萧条的塞外进行
描述，凸显出战争的激烈，这首诗不仅让学生感受到诗词具有着
传统之美，还使学生感受到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厌恶，希望平息塞
外战事，人们都能过上平安安稳的日子，也充分激发了学生对于
诗词的欣赏兴趣，这也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热爱，也将传统文
化渗透到了教学中。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与小学语文的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

且是相辅相成的，更重要的是将传统文化渗透到语文教学中可以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学生也可以在语文的学习中感受到中
华传统文化之美，并在其中学到为人处世的道理，对于传统文化
也是一种传播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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