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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策略
颜　璐

江苏省常州市滨江中学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　要：在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中，语文教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同时语文教学也承担着很大的责任。从语文教学的

内容和特点出发，教师也应该积极地在日常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发展。但是从当前的教学情况来看，

教师普遍缺乏对古文化的了解，也没有深层次地去了解传统文化，这就阻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教师应该积极地转变自

己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提升，从而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精髓。鉴于此，本文对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

的渗透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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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教师

的教学重点。教师在初中语文课堂中渗透传统文化，能够丰

富学生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民族自豪

感。另外，教师还要注重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提高学生学

习的有效性，在塑造学生良好品格的同时，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当前教师在初中语文的知识讲授中，还在运用以往的

教学模式和方法，根据考试大纲讲授语文知识，根据语文知

识带领学生阅读，没有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价值。教师在初中

语文课堂中应该注重渗透传统文化，将语文知识和传统文化

紧密结合起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发扬传统文化。

一、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其能够体现出我国

五千年文明历史发展特点和民族文化的变迁，对于初中生而

言，他们必须要掌握好中华传统文化，因为这有利于他们之

后的学习和发展。

语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们利用文字去记录传统文化，以

此来促使学生传统文化表达能力的提升，同时这也有利于他

们传统文化思维的形成。就学生来看，这样不仅有利于他们

精神层次的提升，还可以促使他们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中确

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形成良好的品格。

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而其中很多知识

是现代文学中所不具备的。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可

以促使自身文化底蕴的提升，同时也可以促使他们知识视野

的拓展，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知识文化背景和内涵。

不仅如此，这也可以促使他们更加有兴趣去学习历史知识，

进而促使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

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向学生渗透传统文化，有利于他

们学习能力和品德修养的提升，所以语文教师必须要做出

重视。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策略

（一）深挖教学内容

朱自清先生有云：“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

化。”课堂上，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重视深挖文本内容，

引导学生了解作者生平经历，让他们做到知人论世，由作者

的精彩人生探索出文本中蕴含的思想感情，理解其精神层面

的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此外，面对铭、说、书信、表、序等

不同文体，要抓住文体特点，向学生灌输文体文化，以文体

鉴赏方式丰富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同时，要抓住教

材中注释、插图等内容，陶冶学生思想，引导他们主动学习、

解读教材中文化，理解文化内涵。另外，在课堂上，要注意

关注文本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情感，使其扎根于学生心中，

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例如，在《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一课教学时，可关注文

中包含的宽厚待人、严以律己中华传统美德，要求学生略读

课文，高度概括出文中写了叶圣陶先生哪几个方面特点，总

结通过叶圣陶先生的哪些事表现了他的特点。文本阅读中，

学生将通过总结叶圣陶先生亲自送客到大门外、为吕叔湘先

生描写标点符号等事学习他身上所体现的宽厚待人中华民族

优秀品德。同时，通过总结叶圣陶先生严格执行自己“写话”

主张、统一“做”和“作”的使用体例等事学习他身上的严

以律己品德，主动发扬文中所体现的优良传统道德，继承优

秀传统文化。

（二）采用多样教法

教学方法关乎着教育目标的实现和教育任务的完成，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也要注意采取多样教法。对于教法的

应用，可引入诵读教学法，通过文本诵读加深学生对文化的

感知和理解。古语有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反复诵

读过程中，学生们自然而然能增进对文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体

会，对其进行传承。情境教学法，作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法，

可用来打造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情与境，熏陶学生。另外，

可采取写作教学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写作教学活动中，

引导学生以写作形式表达自己对文中思想精神等文化的理解。

例如，在《爱莲说》一课教学时，为弘扬文中所体现的

“出淤泥而不染”高贵品质，促进学生内化吸收作者所表达

的洁身自好民族精神，可采取写作教学法。课堂上，要求学

生用“出淤泥而不染”来造句。在这样一个写话练习中，有

的学生将用“我爱荷花，爱它纯洁优雅的外形气质，更爱它

‘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句子来表达这种精神，有的学生将

用“她最值得人敬佩的是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句子来表

达……写作练习中，学生们将增进对这种思想精神的感悟，

主动发这种高贵的品格。

（三）运用信息技术

在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在诸多领域的情况下，教育教学

中也积极使用了先进的教学技术，多媒体教学技术便是最好

的体现。教师在教学课堂中使用多媒体技术，有利于学生们

在丰富多样的图片、视频等形式的帮助下直观了解教学内容。

对此，教师可以在古诗文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这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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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辅助到古诗文教学。如教师在向学生们介绍古诗文背

景时，便可以利用图片来向学生们说明相关知识，这样有利

于学生好奇心的增强，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利用视频或者

是课件来充分地介绍文章内容，这样有利于在丰富古诗文教

学内容的同时促使学生课堂学习注意力的集中，而且，这也

可以将传统文化无形地传递给学生们，进而促使古诗文教学

效率的提升。

例如，在学习《岳阳楼记》这篇课文时，教师便可以将

有关岳阳楼的图片和视频播放给学生们，当学生们看到具体

的岳阳楼图片时，便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文章中讲述的内容，

同时，通过视频，也有利于向学生们呈现出动态化的岳阳楼

风景。

（四）加强文化实践

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加强传统文化的渗透，促使学生在

学习与生活实践中可以更多地接触我国的民族文化，提高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进而促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精

神的认同度。此外，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还要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渠道，将教材之外和网络中的知识引入进日常教学中，

拓展学生的知识广度，培养学生的学习思路，增进学生学习

的浓厚兴趣。教师也可以定期组织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辩论赛，

将学生的参与性提升上去，促使学生在这样的比赛氛围下，

不断提升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此外，教师可以组织开展

语文实践活动。

例如，教师在教学《驿路梨花》这篇课文后，为了培养

学生助人为乐的精神，可以组织学生去福利院或者养老院送

祝福，帮助老人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学生感受到助

人的快乐；也可以根据教材中的《弟子规》等内容，教导学

生尊重他人和爱护自己的家人，尊老爱幼，形成良好的品质，

完善自己的人格。以此，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结语

总之，教师需要看到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传承的

主要问题。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积极挖掘初中语文教学

中，传统文化的教育素材，抓住教育时机进行传统文化的传

承。同时，教师要全面优化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教育

方式。教师还需要改革教学方法，内化传统文化，为学生打

造有趣的语文学习课堂，让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进行传统文

化的学习和传承。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有效

地传承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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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3 页）班四名小朋友主动地跟随一名大班的姐姐进

行了工程复杂的“建造高楼”游戏，游戏是由孩子自主发起

的，大姐姐没有大声讲话，全程分配、布置工作任务，小班

幼儿均认真听讲，专心地完成任务，乐此不疲。在户外混龄

游戏活动中，大小幼儿自由组合，小班幼儿可以在大班哥哥

姐姐身上学到很多，模仿肢体动作，发展大小肌肉，提升语

言发展水平，学习如何对待他人，友好相处，提高社会性交

往和合作能力。而大班的哥哥姐姐在混龄游戏中，可以辅助

教师关注小班幼儿的安全，同时也锻炼了其领导能力和社会

交往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三）创设游戏化情境，融入角色扮演

直觉行动性仍是小班幼儿思维的主要特点，但他们也渐

渐开始借助具体事物的表面形象来解决问题，由直觉行动思

维向具体形象思维发展。没有预定目的的想象，易受当时情

境所影响，想象比较被动，常常以想象过程为满足，情绪波

动也比较大，行为受情绪支配作用大。基于此特点，应为小

班幼儿创设他们喜爱的角色化游戏情境，引发他们的兴趣和

积极行动。

如可在特定区域设置“兔之家”，借助大型器械作为“兔

宝宝的房屋”，定点指导教师戴上头饰扮演“兔妈妈”，在此

区域玩耍的幼儿则为“兔宝宝”。每次户外游戏时为幼儿设计

任务，如“帮兔妈妈拔萝卜”：需要越过山丘（小土坡），钻

过山洞，走过独木桥（平衡木搭建），到田地里（沙池内埋

好）拔萝卜并原路返回，顺利完成任务的“兔宝宝”可奖励

去“兔乐园”（大型滑梯）玩一次等。

小班幼儿喜欢动画片，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变身”为动

画片里的角色，教师可据此将幼儿喜闻乐见的人物角色融入

户外游戏活动中。如教师扮演巴克队长带领海底小纵队成员

执行任务，化身松鼠侠帮助贫苦人员采摘果实，成为黑猫警

长在骑行区指挥交通……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户外游戏符合幼儿天性，将其落实到教育活

动中能够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培养与提高幼儿的想象能

力。为了有效发挥户外游戏的作用，幼儿园要为游戏的开展

创设良好的环境，幼儿教师应基于幼儿差异确定游戏的目标，

结合现代教育理念和先进技术设备创新游戏活动组织形式、

内容，同时将情感教育与游戏活动相结合，落实国内外幼儿

教育家的正确思想理念，以此提高幼儿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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