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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的策略
郑秀英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645350

摘　要：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高中语文教育避不开的方向，在这个大的前提下，高中语文教育工作者们对于它的研

究与理解是比较深入的，但是，由于高中知识点多，学习压力大，教师的教学任务重，为学生的成绩着想，一般语文课上，

教师更注重基础知识部分的价值，偏重于让学生掌握知识，对于语文知识点背后的传统文化，很少带领学生们进行深入探析，

忽视了对于学生传统文化的学习培养，学生注重基础知识，不了解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也就不够深刻，更不利于

学生以后学习掌握传统文化，也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教师更多的应该是把语文知识点结合传统文化教育同时进行，

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传统文化，不仅能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还有利于发扬传统文化，为学生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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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是现代教育必须正视的问题。高中语文

教学中，如何渗透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语文文化课与传统文

化的有机结合是语文教师教学工作的一大难点，本文主要从

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角度探究，阐述语文教育

的价值以及传统文化的意义，在语文的知识点里融入传统文

化，借助现在的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技术，改进教师的教学方

案，为学生准备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既要确保能够结合语

文教学，又要让学生领会传统文化的内涵，通过这些素材的

引用，提升语文教学的课堂质量，充分使传统文化的价值在

语文课堂上的得到体现，为高中语文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语

文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高中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一）让学生深入理解传统文化

通过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入传统文化，教学的目的是让

学生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以及意义，而不是像传授知识点一

样，让学生了解一下，通过礼节性的学习传统文化，学生才

能对我国历史上的那些优秀的传统人物故事有更深入的思考

与感悟，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比如

学习李白的飘逸豪迈，杜甫的忧国忧民，文天祥的正气凛然，

开国时期革命先辈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通过结

合语文知识点，教师引导学生展开感想，让学生在思想上接

受与理解，传统文化其实就是这样传承的，通过历史上的灿

烂文化影响当前学生的价值取向。让学生对于传统文化进行

更深层次的理解，为国家的发展发挥自己的价值，认识到自

己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者［2］。

（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我国历史文化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文人墨客创造

了无数的文学作品，诗词歌赋，琴曲小说等等，可以说流传

到今天并被我们所熟知的都是传统文化中的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的精华部分，这对于我国学生的文化教育有着深远的

影响。

（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国家发展的根本就在于对下一代的教育，而高中教育在

我国的文化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学生塑造人

格，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国家培养人才

作重要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也

是最大的，通过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既

可以帮助学生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又能对传统文化进行有

效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其实是我们真正要

去教给学生的部分，通过继承这些优秀的精神内涵，学生才

能掌握和理解传统文化，从而在以后在社会上对传统文化继

承和发扬进行更好的推动。

二、高中语文教学方式上渗透传统文化的策略

（一）构建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

通过实际教学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语文知识点的有机结合，

要侧重于把传统文化全面融入到语文教学过程中去，就是在

语文课堂上，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课堂文化学习氛围，让

学生无拘束的学习，更好的思考理解传统文化，提升学习效

率，提高课堂质量，而传统文化的不同载体就需要学生分开

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这些不同文化载体的应用，

诗词歌赋，谚语成语都是一个好的切入口，在课堂上灵活运

用，帮助学生理解掌握传统文化的精华。

（二）深挖掘教材，强化学生认知

高中阶段，学生往往学习任务重，学业压力大，在课堂

上虽然能够对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加以引导，但是学生没有充

足的时间具体了解，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课堂

教育，深入挖掘教材，在课堂上把握好教学进度，提升课堂

质量，在有限地时间内，通过让学生深度阅读课文，比如学

习《诗经》，既能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又可以为文学写作积

累素材，这样学生的知识与应用能力都能得到提升，通过对

文章的深入理解，掌握主旨以及作者的感情，强化课堂中的

学习，让学生的传统文化认知得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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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分发挥古诗词作品的影响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古代的诗词歌赋，治学

文章流传无数，通过这些载体，传统文化才能得到继承和发

扬，而诗词歌赋的影响力又非常巨大，我们小学时候就能够

朗朗上口的《静夜思》，通过举头望明月，即会低头思故乡，

即使小学生的文化知识学习不多，只要能够说出床前明月光，

他就能接出下面的疑是地上霜，虽然不懂其中的真意，但是

懵懂其中的表意，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诗词歌赋的影响力，要

想发扬传统文化，就必须借助这些诗词歌赋的影响，教师通

过教材上面的文章表面可以引出许多的诗词，以古诗文为载

体，向学生传授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而要教会学生理解

传统文化，文言文与诗词当中的文字与词句就必须让学生们

深入理解文字在当前以及过去的意义，文字通过历史的演变

可能会有多重意思，学生必须把握好它在古诗文中应该运用

哪种意思，从而理解古诗文的表面意思，再深入理解它的真

正含义，既要教会学生掌握传统知识，也要教会学生传统知

识的应用，使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健全，才能更好的传承发

扬传统文化。

三、结语

总之，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加入传统文化教育是非常有

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一定要掌握好方法，通过各

种教育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兴趣，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掌握传统文化的精华，培养学生的

文化素养与文学修养，提升语文课程的质量，提升学生的全

面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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