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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
刘小丽

甘肃省清水县充国小学　甘肃　清水　741400

摘　要：中华文化经历了上下五千年的沉淀和洗礼，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文化体系。而学

习和继承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是每一位新时代的青少年都应该做到的。在主流文化急需扩展和传播的当下，传统文化教育

作为教育体系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各个学段的教育教学过程中都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语文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不管是语言文字，还是教学内容，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家钱梦龙先生曾说：“语文教学对传统文化的

继承和发展是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是母语教学，他是源、是根、是魂，是传统文化的魂”。因此，本文将以小学学段为例，谈

谈如何以语文教学为媒介，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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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小学要培养学生有崇高的道德情感和健康的审美意识，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是汉语教育的重要内

容，不应被视为额外的外在职责。我们必须注意养育和传染，

要轻描淡写，并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加以运用。

二、设置相应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

中国小学教师要提高课堂传统文化教学的实效性，不仅

要向学生传授有关传统文化的理论知识，而且要运用适当的

教学环境，使学生了解相关的传统文化，以深化传统文化，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这不仅使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使学生体验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进

而爱上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为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3］。
因此，小学教师可以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设置科学、合理的教

学情境。

例如，在讲解《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结

合中文教学内容来安排合适的教学环境，使用多媒体教学方

法向学生展示春节庆典的形式，并告诉学生春节的起源，引

导学生讨论传统节日，激发学生对传统节日的兴趣，让学生

了解我们的传统节日。同时，教师们还可以将西方国家的节

日与我国的传统节日进行比较，并利用有趣的故事吸引学生

关注我国的传统节日，然后了解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

三、借助古诗词渗透文化

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尤其是古诗文和文言文中蕴含着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以教师可以对课文进行深入剖析，挖掘

其中的传统文化，在课堂教学时有效的引导学生去体会感悟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例如讲解古诗《古朗月行》时，可以

让学生反复朗读古诗，通过诵读提升语言感知能力，之后教

师明确关键字词的意思，让学生尝试自己说说古诗的意思。

由于小学生年纪小，无法明确地体会到古代和现代的差距，

有许多物象学生没有办法完全想象理解，教师可以利用图片

展示关键意象，例如白玉盘和月亮的图片，让学生自己发现

二者的相似之处，理解诗人的想象。

同时，有针对性地渗透良好的传统也很重要。除了向学

生讲授知识和技能外，他们还必须培养非凡的思想品质和良

好行为习惯，以实现有效的教学。例如，在教授古代诗歌时，

教师必须充分利用古代诗歌表达的中心思想和性格情感，以

培养爱国主义，诚实正直和学生良好的素质，例如友善等。

教师应该真正认识到，古代诗歌很好地承载了我国的传统文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非常富有表现力的文化形式。例

如《静夜思》中，可以让学生分小组讨论，为什么诗人到了

晚上，看见月亮会分外思念自己的家人呢？因为月亮在我国

传统文化中和团圆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团圆的节日家人会聚

在一起赏月，例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所以孤身在外的诗

人在晚上举头望见代表团圆的明月时，低头发现自己形单影

只，自然而然就会思念起远方的故乡了。将诗人的情感，传

统节日和蕴含丰富内涵的月亮相联系起来，不仅有利于学生

理解诗人情感，还能无形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四、创设教学情境，学习深刻寓意

创设教学情境，是小学语文教学中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

育的第四个策略。创设教学情境是课堂教学过程中常用的一

种教学方法。创设教学情境有两个优点：第一，可以丰富语

文教学和传统文化教学的形式，让课堂模式更加多样化和充

实化；第二，可以增加学生学习和感受传统文化的体验感，

让学生更加直观、更加深入的学习到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深

刻寓意。教师可以通过情境创造和情景联想来创设教学情境。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情境创造。

五、结论

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越来越体现在普通话教学中。新的

课程改革也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古典诗歌的作用，加强对中

学生的精神文化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正在用中文继承中国文

化，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启发学生的智慧，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促进汉语教学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中文教学过程

中，有必要继续渗透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以促进整体学生

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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