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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徐秀英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锦江小学　浙江　台州　318020

摘　要：语文是具有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学科，在教学中我们两者都要兼顾。在当下的注重学生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的要求下，

我们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要重视学生思想品质的教育，这里，我们以重视传统文化的渗透来达成素质教育和育人为本的

目的。鉴于此，本文对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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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目前，很多小学的教学已经包含了诗词歌赋、文明礼仪、

道德修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我们在对传统文化教育
资源进行挖掘和利用的过程中，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
以数字资源建设为手段，以公共服务体系作保障，采用各种
传播方式，采用共建共享模式，提供大量的、优秀的、高质
量的传统文化资源，建立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信息库，进而满
足小学生教育传统文化教学的需求，能使各个地区的学校都
可以从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保证教师、家
民和学生都能够从中受益，这对于消除地区差别，保证传统
文化教育的均衡发展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小学生教育的
特殊性较强，因此教学过程中的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地位
和价值都是至关紧要的，小学生 13 岁以前是大脑发育最快的
阶段，在这一时期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可以让小学生时期的
孩子接受经典文化的熏陶，促进小学生智力发展，把小学生
美好的人格建立起来，对小学生进一步成民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策略
（一）结合教材针对渗透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将会对于学生的语文学
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让更多的学生得以进行更高效率的语文
学习，并且领略语文知识的魅力所在。许多学生在课堂上无
法做到专心致志，认真听讲。在语文课堂上，学生们认为教
师所讲述的阅读知识和作文知识枯燥乏味没有兴趣，当然也
就没有探索的欲望。因此，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开展传
统文化进课堂活动，从而更好地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促进
相应教学效率的提高。

例如，在讲解关于《桂花雨》这一节课的内容时，笔者
没有选择单纯的进行课文内容的陈述，而是选择了和桂花有
关的故事情节和传统文化内容，将桂花糕、桂花酒等“老玩
意儿”和“新创意”带入到了语文课堂上，将这些传统文化
进行了相应的传播。传统文化进课堂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极大地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在无形之中就促进了语文课
堂教学效率的整体提高。当然了开展传统文化进课堂活动还
要切实考虑到学生们的个人需求，了解学生的实际状况，进
行有针对性的传统文化形式的引入，从而提高整体的引入效
率，保证课堂的教学效率。
（二）借助故事引导探究

语文教学活动和传统文化之间并无任何隔膜。作为语文
教师在进行授课活动之时，应该更多地引用传统文化的知识
和内容，从而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教师的教学意

图得到相应的实践，教学活动得到良好的运用。
例如，在讲解关于《落花生》这一节课的内容知识时，

笔者就运用实物实例作为例证，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笔者
首先用晏子使楚之中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栉的例
子说明花生的性状是存在差异的，生长地点是存在不同的，
然后用二桃杀三上的历史小故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同
学们对于本节课的知识保持较大的关注兴趣，同时和教师之
间也进行了相应的交流，保证了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甚至于有的语文教师还注重布置相关的作业，让学生运用课
下时间去搜集自己感兴趣的传统文化小故事带到课堂上来和
同学们进行一起交流，为他人的语文学习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样的传统文化小故事极大地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使得
更多的学生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教师的脚步进行积极的思索和
探索，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听课效率，并且对于传统文化也有
了一些新的见解。
（三）巧用民俗逐步渗透

我国是拥有很多传统节日的，如春节（正月初一）、元宵
节（正月十五）、清明节（四月四日）、寒食节（清明前后）、
端午节（五月五日）、七夕节（七月七日）、中秋节（八月
十五）、除夕（腊月三十）等。而在这些节日中会有各种各样
的民俗活动，如端午节要吃粽子，七夕节是情人相会的日子，
中秋节需要一家人聚集在一起……而且因为我国地大物博，
地方不同民俗活动也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些都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组成部分。鉴于此，教师在开展语文教学的时候，可
以根据教学内容，利用民族习俗渗透传统文化。

例如，在教学《元日》的时候，整首诗讲述的是春节的
喜气之景。教师在教学前，就可以渗透春节的一些习俗和文
化。这样一来，既可以让学生掌握春节的一些习俗，也可以
让学生感受到人们对春节的喜爱和尊重。通过民族习俗的讲
解，学生会更加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发现其魅力，主动
积极的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三、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弘扬，要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让学生在掌
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发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培养学生弘扬传
统文化的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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