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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策略探讨
王向荣

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小学　浙江　宁波　315336

摘　要：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进行国学经典的渗透有利于提升同学们的整体素质。可是如何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有效地

进行经典国学的渗透，这是一个一直在研究的问题，经典国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若想要弘扬中华文化，就要从小学时

期就要对同学们进行熏陶，提升同学们的素养与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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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

蕴涵的许多人生哲理对于人们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而小学时

期的同学们正处于思想形成的启蒙时期，也是最佳学习国学

教育的年龄。对民族文化和国学经典的传承是小学时期语文

教学的任务之一，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所以，如何

在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中进行国学教育的渗透，让同学们

了解掌握到国学的精髓是每一位语文教育者应该思考解决的

问题。

一、国学的概念及特点

（一）启蒙性

经典的儒学著作、古诗文等都是经典国学的内容，这些

内容极具有教育意义与文化性。若是在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堂

中引入这些经典内容，不仅能够使同学们了解到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培养同学们的历史情怀，让同学们在学

习中接受国学启蒙教育。

（二）趣味性

在小学时期的同学们正是处于好玩的年纪，我国的经典

国学一般通过讲故事、经典名句、诗歌等形式表现出来，在

小学时期的语文课堂中引入这些内容，并配备一些精美的图

片或者生动的视频来帮助同学们学习与理解，增加了课堂的

趣味性，提升同学们的学习效率。

（三）循序渐进性

一般在小学时期的语文课本中，对于经典国学内容的展

现是由浅入深的，文字配备与主题相关的图片帮助同学们理

解记忆，形式进行层层过渡，逐渐发展为单元的形式，符合

同学们的身心发展规律。

二、国学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主要功能

（一）开阔学生的眼界并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蕴含着丰厚的历史底蕴

与人文情怀。在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中进行国学教育，使

他们在国学经典的学习中感受到人文情怀，开阔同学们的视

野，使同学们的人文素养得到提升。例如通过对《百家姓》

的学习，可以让同学们从一个简单的姓氏，了解到我国的历

史政治、文化、民俗等很多内容。同学们通过对《百家姓》

的学习，不仅可以了解到我国独特的姓氏文化，而且还可以

熟悉传统文化与历史知识，从姓氏文化中感受到民族凝聚力。

（二）让语文课堂做到“文史不分家”

随着新课改的推行，素质教育要求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与融合。在此基础下，对语文教学

活动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语文教学活动中渗透经典

国学教育，体现出“文史不分家”意义。在经典国学中有不

少的经典故事，其中蕴含了很多优秀的价值观念等。同学们

在学习经典国学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实现语文学科与历史学

科的相结合，而且培养了同学们的发散思维，在教学活动中

实现了多学科融合的新型教学课堂，推进了语文教学活动的

改革。

（三）让学生从国学经典中受到传统道德教育

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等经

典故事都是出自经典国学，这些小故事中蕴含着许多的大道

理，例如：尊老、爱幼、谦让等等。同学们经过对这些经典

故事的学习，受到良好的道德熏陶，提高同学们的思想境界

与德行。尤其是在当今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人们愈来愈重视

“德学”，经典国学给同学们的德育教育提供了精彩的德育素

材。例如《弟子规》，总篇一共只有 1080 字，360 句，其中

却包含了很多待人处世的哲理与人生价值观念，例如孝顺父

母、尊重师长、修身养性等等。比如“晨则省，昏则定”“兄

道友，弟道恭”“凡出言，信为先”等，这些都是先人们对自

己教育经验的总结，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而同学们通过对

这些内容的了解与学习，有利于他们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形成。

明白个中做人的道理与标准，做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四）让学生从国学经典当中接受德育启蒙

新课改要求同学们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通过对于经

典国学的学习，可以对同学们进行美育的培养。不同的民族

有着不同的审美，中华民族的审美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与

沉淀的，经典国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审美框架。对于

小学的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中进行经典国学的渗透，培养同学

们的审美标准。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的审美受到西方国

家的影响较大，给小学生的价值观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比如

部分同学盲目追星等行为，会仰慕那些虚无缥缈的“美”。在

语文课堂中进行国学经典的教育，不单可以让同学们通过历

史故事来了解传统的精神审美观念，还可以树立正确的精神

审美观点，发现自己生活中的精神美。

三、国学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方式

根据上文所述，在现阶段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中进行国学

经典的学习不仅可以学习优秀的经典知识，还可以帮助同学

们培养出优秀的人格。可是在实际的语文教学活动中怎样对

经典文学进行有效的渗透呢？

（一）从教材上的课文本身进行

国学教育在小学阶段的语文课本中，有很多的课文都是

出自传统的典籍，自身包含了很多的国学元素。所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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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文的讲解，就可以对同学们进行国学教育。例如在学习

《静夜思》时，我们在进行教学之前要对这篇古诗的创作背景

进行讲解：这首古诗是作者李白 26 岁时在扬州创作的，此时

李白抬头看天空中的月亮，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创作出

这篇颂千古的名诗。通过对这一篇文章的学习，让同学们从诗

人的语言中机能够感受到明净醉人的夜晚，没有华丽的语言，

只是清新朴素的笔触，表达出丰富深曲的内容，使人百看不

厌、耐人寻味。所以被称为“千古思乡第一诗”，感动了无数

的异乡人，使同学们从中感受到家乡的美好，要珍惜当下。

（二）有计划地指导学生进行拓展阅读

除了课本内容的学习以外，语文教育者还可以对同学们

进行有计划的扩展阅读，使同学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国学知

识，增加同学们对经典国学的了解程度。教育者可以在讲授

完故事之后，引导同学们去阅读《唐诗三百首》等读物。在

学习完一个诗人的作品之后，引领同学们去阅读同一诗人的

其他著作，开阔同学们的阅读面，了解不同诗人的创作特点。

另外，我们还可以组织同学们搜集一些经典的古诗词创作成

手抄报等形式，在班级中创设一片阅读墙，选取优秀的手抄

报然后展示在阅读墙上，这样同学们每天走进教室，就可以

看到墙上的内容进行阅读。

（三）开展诗歌朗诵或课本剧表演等活动

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不单单只有讲授知识这一个教学

环节，我们要寓教于乐。小学阶段的同学们表现能力都很强，

所以教育者可以根据同学们这一特点，展开一些特殊的教学

活动，例如进行诗歌朗诵比赛或者小小话剧表演等，让同学

们积极地表现自己，提升同学们对国学的学习兴趣。比如说，

同学们在进行古诗学习之后，语文教育者可以进行一场古诗

朗诵，内容可以是学习过的故事，也可以是自己在课文阅读

过的古诗。还可以将学习过的课文排练成一场小话剧，让同

学们进行表演。

四、国学经典对小学语文教学渗透的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小学生的身心成长

在小学阶段，同学们的文学思想没有形成，语言表达能

力有限，而我国经典国学包含了许多的人生哲理。在进行经

典国学的教学时，无论是阅读课还是朗诵课，教育者都要使

用丰富的教学方式，提升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将知识的延伸

程度控制在同学们的理解范围之内，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

性。可以使用猜谜语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让同学们真真正

正地理解经典国学的含义，培养优秀的品德。

（二）有利于提升同学们的记忆力

通过经典国学的学习，可以对同学们的大脑进行有效的

开发，培养同学们的记忆力。所以在小学时期的语文教学活

动中，使同学们多朗读与背诵国学作品，不仅能够提升同学

们的知识量，还可以增强同学们的记忆力，提升同学们的语

文素养。

五、结语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的优秀典籍，例如唐

诗宋词、四书五经等等，这些典籍不仅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对于教育教学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

展过程中，人们对于国学教育愈来愈重视，在小学时期的语

文教学活动中，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此时需要语文

教育者根据同学们的实际情况，采用高效的教学方式来帮助

同学们进行国学经典的学习，以此达到提升同学们文化素养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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