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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方法
张秀杰

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平顺中学　047400

摘　要：历史教师是历史教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而核心素养又是历史教学的实施准则和评价标准，传统文化也是历史教学

的资源辅助和知识基础。因此，教师应以历史教学为基础，将核心素养作为历史教学导引目标，将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教学资

源支持，切实促进教学氛围、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的大幅度优化，有效促进历史教学走向人文性、合作性、探究

性和实效性，积极践行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全面促进历史教学的最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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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教育资源中，传统文化以其与中国历史独有的特

殊渊源脱颖而出，为高中生的历史认知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人

文信息，也使历史教学更加具有人文性、思想性、教育性和

综合性。传统文化逐渐融入历史教学，从而为历史教学提供

了强有力的指导思想和资源辅助，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教学局

面的大改观。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一）继承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弘扬传统文化能够帮助高中生在历史认知过程中

获得更多更好的思想教化、德育滋养、文化教育，对高中生

的思想道德、精神世界和修养情操形成积极有益的影响，促

进高中生成为品学兼优、五育成长的好学生。其次，弘扬传

统文化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完成教书育人职责，向高中生传

递更多的社会正能量和人间真善美，用更高质量的教学资源

去培育祖国的建设者，使传统文化成为教师启迪心智、教化

生命的有力抓手。最后，教师弘扬传统文化能够帮助高中生

树立良好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又是民族自信的根基所在。

因此，弘扬传统文化直接关系到高中生对民族文化与民族精

神的自觉传承与积极弘扬，自然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事业。

（二）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养

首先，教师要提高学生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高中生的

个体成长目标，因而历史教学要尊重、遵循和满足高中生的

生命诉求和发展需求，彻底激发高中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实

训认知中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和实现素质发展。高中生具有较

高的认知力、思维力和探究力，因而能够在探究中释放出强

大的集体智慧和团队合力，自然能够在历史教学过程中，高

效地认知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实现快乐认知和核心素养的

综合发展。其次，历史教材语言浅显、内容准确，却具有较

为深远的知识外延和拓展空间。因此，教师应重视学生的主

体地位，让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思考、自觉探究、整合发展，

提升高中生的核心素养。最后，教师弘扬传统文化能够帮助

高中生树立良好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又是民族自信的根

基所在。因此，弘扬传统文化直接关系到高中生对民族文化

与民族精神的自觉传承与积极弘扬，自然也关系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事业。

（三）融入传统文化，利于优化课堂教学

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关系甚密，传统文化能够容身于历

史教学，有效地丰富历史教学。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

中要根据具体的教学任务去设定传统文化的融入内容以及具

体范畴，立足传统文化去审视历史知识和历史教学，以提升

历史教学的思想性和教育性，也以此提升历史课堂教学的丰

富性。教学氛围是历史教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能够给予高中

生非常强烈的感官刺激、心理暗示和情绪感染，因而对高中

生的认知状态、认知能力和认知效率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

教师可以借助传统文化元素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营造出浓浓的

情感氛围，以此对高中生的主体认知施加积极有益的影响，

引导高中生进入对应的认知状态和认知情绪中，借助高中生

的兴奋大脑、激昂情绪和快乐心理去激发高中生的主观能动

性和生命活力，切实提升高中生的认知效率。

二、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方法

（一）传统文化加入课堂，活跃氛围

教学氛围对于高中生来说，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情绪

感染的作用，因此，教师应将传统文化渗透于教学氛围的科

学创设之中，以此优化高中生的认知状态、心理态势、学习

情绪和精神面貌。这样，高中生就会在历史学习中保有较高

的认知能力、探究能力、合作能力和拓展能力，自然能够在

实训化认知中，切实促进高中生核心素养的循序渐进和持续

提高。以“鸦片战争”为例：“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

端，是中华民族非常沉重的一页。因此，教师可以为高中生

播放纪录片《鸦片战争》中的精彩片段，在歌颂林则徐的英

勇睿智和坚贞不移的同时，也极力赞扬人民群众抵御外辱、

奋发图强的自觉意识和觉醒意识。纪录片《鸦片战争》不仅

能够刺激高中生的爱国情怀、荣辱意识、民族精神以及自强

观念，还能够向高中生输送传统文化知识，帮助高中生积累

下更多的文化知识、思想精华和德育元素，非常有助于高中

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因此，纪录片《鸦片战争》既能够

给予高中生强烈的感官刺激、心理冲击和灵魂震撼，使高中

生进入大脑兴奋、情绪激昂的状态中，自然能够充分激发起

高中生的生命活力与主观能动性，从而为高中生核心素养的

科学发展进行有效的“热身活动”。另外，慷慨激昂、针针见

血的解说词也是传统文化的真正载体之一，能够对高中生进

行高质量、高效率的思想教育、德育培养和品质塑造，因而

非常有助于高中生的核心素养发展和科学历史观的初步形成。

（二）优化教学内容，加入传统文化元素

历史，不仅记录着人类社会的日常活动和重大事件，也

记录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因而可以把传统文化看作历

史知识范畴内的特殊区域。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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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文化纳入教学内容，借助重大历史事件对高中生进行

传统文化教育，从而实现历史教育与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的

多元组合，为高中生的知识积累与能力发展输送最优人文滋

养。由于历史内容本身属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在历史教

学中，教师还可以将传统文化应用于教学内容之中。传统文

化的到来，能够让历史教学内容更加充实、丰满和有趣，有

效推动教学内容走向趣味性、思想性、教育性和人文性。教

学内容直接决定着高中生的探究方向，因此，传统文化的科

学渗透能够有效促进高中生的兼收并蓄和厚积薄发，自然

有助于高中生核心素养的高效发展。以“五四运动”为例：

“五四运动”既是一次学生运动，也是一次文化运动，更是一

次觉醒运动。因此，教师不仅要引导高中生积极探究“五四

运动”具体经过以及主要人物，如陈寅恪、梁启超、蔡元培、

闻一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教师还要引导高

中生从“文化层面”去探究“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教师

更要从“思想觉醒”层面去探究“五四运动”，的教育价值。

高中生应该从“五四运动”中看到青年人在思想、意识、觉

悟等方面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创新性，敢于肩负国家尊严、

担当民族命运，义无反顾地走在民族觉醒队伍的前列。因此，

高中生要学习优秀品质，切实提升自己的责任意识、担当意

识以及核心素养。

（三）融入传统文化，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事件

在历史教学中，诸多历史事件都具有非常高的思想教育

价值，能够为高中生提供主体评价、认知交流、信息积累和

三观沟通的有效平台。教学评价是历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

环，能够为教师和高中生提供议论历史事件、评价事件影响、

表达个人看法、交流认知心得、展现三观标准的信息沟通平

台。因此，教师可以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的教学评价

之中，让高中生立足传统文化去剖析和评价历史事件中的是

非曲直、善恶美丑。这样，高中生就可以在畅所欲言中积极

主动地进行交流沟通，并在使用和感悟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逐

渐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切实提升高中生的认知效

果和素质发展。因此，教师可以将传统文化纳入教学评价之

中，尤其是高中生的评价标准之中，切实促进高中生对传统

文化的积极悦纳和主体践行教学工作。高中生能够从传统文

化中悦纳很多为人之道、处世至理以及家国情怀，因而非常

有助于高中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以“遵义会议”为例：

虽然“遵义会议”的历史价值早已有定论，但是高中生仍然

可以进行自主评价，而且高中生可以立足传统文化、时代基

础和现代理念去对“遵义会议”形成新的认识。传统文化讲

究“兼济天下”、造福社会、普度众生等博爱思想，没有“遵

义会议”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因此，高中生要从评价“遵义会议”中看到“人”是社会发

展和历史进步的中坚力量，因而要对人民群众存有尊敬之心

和爱戴之意，以此提升高中生的关爱意识和核心素养。

三、结语：

传统文化是历史教学的宝贵资源，因而教师在核心素养

下探究传统文化在历史教学中的科学渗透具有非常高的科研

价值。传统文化是高中生在知识积累、能力训练、思想进步

和素养提升过程中不可多得的精养分，能够直接影响到高中

生的思想意识、道德觉悟和三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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