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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中的构建与实践
聂　勇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中楼镇中心小学　山东　日照　276518

摘　要：小学语文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小学生的未来成长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提

高小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小学语文教学中，以借助语文教学让学生更深入

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髓，进而使其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基于此在本文中，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分析

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中的构建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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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小学阶段的教学中，语文学科是涉及传统文化较多的

学科，也为传统文化的有效渗透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在传统
的语文教学中，大多数教师都将重点放在了对小学生语文课本
知识的讲授上，而忽视了对语文知识的拓展。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离不开教学，更离不开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有效渗透。

二、将传统文化与汉字教学相结合，构建学生对民族
的认同感

首先，汉字发展至今有上千年的历史，从最开始的仓颉
造字的故事，再到甲骨文到篆书一直发展延续至今变成了简
体字，汉字一直在发挥其作用，其演变历程也体现出我们民
族的智慧与精神。教师可以在对学生进行汉字教学的过程中，
给学生讲解每个汉字的来历及含义，这种体系化的汉字教学
模式，可以使学生能够完整地对汉字知识进行学习，在夯实
学生语文学习基础的情况下，也确保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有
效认知。同时，教师可以利用汉字演变的历史进行传统文化
的渗透，并构建学生的汉字学习体系，通过识字、认知甲骨
文、绘制甲骨文、了解汉字背后的故事这种模式学习汉字知
识，学习传统文化。此外，教师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寻找关于
这些汉字的造字故事在教学时讲给学生听，让学生感受到先
人的智慧。其次，教师可以在重点讲述后期汉字不断简化至
今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到了唐宋两朝，重点讲述这段时间出
现的书法名家，向学生说明此阶段的汉字已经不只是简单的
记录工具了，而是上升至了文化内涵，演变成为书法艺术，
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示书法名家的作品，与学生一起鉴赏书法
作品，讲述这些书法作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使得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能够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此外，也可
以鼓励学生学习书法，并将甲骨文、汉字等进行书写，也可
以举行活动让学生进行汉字小故事讲解，可以确保学生通过
参加活动，提高语文知识的内化及运用能力。

三、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示传统文化，培养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之情

语文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不断渗透传统文
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传统文化，让文化形象化、
具体化，以此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传统文化主
要包括古文、诗词、曲赋、音乐、曲艺、国画、书法、对
联、歇后语以及传统节日等，其中古文、诗词是语文教学中
主要涵盖的内容，在小学语文教学内容中主要涉及的是古诗
词，因此，教师应该重点关注古诗词的教学。教师为有效提
高学生的古诗词学习能力，并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
力，可以为学生构建信息化学习体系，体系化的语文古诗词

教学模式可以逐步确保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提升，也可以使
学生在循序渐进的方式下，认知传统文化内容。教师可以选
择与诗词情感以及韵律相符合的音乐作为诗词教学的辅助内
容，以此让诗词变得更具魅力。教师在进行诗词教学时可以
借助多媒体为学生展示诗人笔下的景象，让学生发现诗词的
画面感，以此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借助多媒体技术中的思
维导图功能，帮助学生深入分析诗词情感，尤其是要让学生
了解诗人的思想品质，让学生更加喜爱诗词。

四、结合教学内容设计趣味活动，营造学习传统文化
的课堂氛围

首先，应结合教学内容设计趣味的文化活动，并深入挖
掘教学内容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借助这些文化内涵开展弘扬
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加了解我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保证文化教学的效果。其次，对于涉及较
多传统内容的知识点，教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竞赛活动，将
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教师为诗词朗诵准备好合适的音
乐，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以组为单位让学生进行朗读，
体悟古典诗词及现代诗词的韵律美，不仅能够保证学生更加
迅速背诵诗词，还能够让学生主动思考诗词中蕴含的情感，
更能够让学生得到全面的提升。再次，可以组织课本剧活动，
这种活动比较适用于一些现代文以及故事性古文，教师可以
让学生自主学习，按照文章要求对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阅读后分析出的情感以及内涵进行课本剧的编排，
教师要为其准备出充足的时间展示其课本剧，在此过程中学
生会发现古人的智慧与魅力，尤其是对其精神品质有更深层
次的理解。最后，教师也可以将民间艺术活动引入语文教学
课堂，然后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让学生亲身实践这些民间艺术，
这更能够让学生感悟民间技艺的高超以及传统文化的魅力，
更加有利于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之情，这样的课堂氛
围也会更加活跃。通过对传统文化学习体系的构建，可以使
学生的传统文化学习能力得到完善、系统的提升。

五、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让传统文化充分渗透进小学语文课堂之

中，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的传统文化继承者和弘扬者，就需要
教师深入研究语文教学内容，挖掘其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内涵，
首先将传统文化与汉字教学相结合，利用汉字的演变去渗透
传统文化，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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