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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传统文化渗透教学探究
高思荣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第三小学　336100

摘　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其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下来的文化瑰宝，有着极强的传承

性。小学语文教师本身就担负着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尤其要能够结合语文教材课文内容，运用现代多样化教学方

法，深度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并将传统文化元素渗透与融入课堂教学中，使学生能够从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如此才能够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

髓，从而保证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蓬勃发展。文章探讨了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意义和现状，并针对此提出一些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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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体制改革深化与素质教育的推行下，小学语文教

师不断进行教学理念转变与教学方式创新，并越来越注重课

堂教学中多元文化与生活化元素的渗透。语文学科本身在基

础教育阶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是学生必须学习的重要

课程之一，在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是其重要组成内容，在

语文课本中可以看到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教师在授课中需

重视将传统文化元素渗透融入课堂当中，从而加强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了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小学语文传统文化教学现状

当前，很多地区的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常会将传

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作为一项任务，与以往任何教学

任务相同的是很多教师并没有将其作为重点任务，也没有充

分意识到传统文化元素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的紧迫感，虽然在

教学过程中融入了部分传统文化元素，但却仅仅将其作为课

堂知识拓展，常会“一语带过”，没有进行详细的阐述或解

读，这明显是为进行教学任务的“应对”，过于敷衍的态度使

得传统文化元素在语文学科教学中并没有取得较为理想的效

果。部分教师能够意识到传统文化元素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的

重要性，并清楚地了解语文教学是实现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之一，然而这些教师却认为教学任务较重，在教学中缺

乏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有效方法，如此就导致传统文化元素

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毫无章法，甚至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引导

或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偏差，学生无法深度理解传统文化内

涵。此外，部分学生由于受到应试教育观念影响，往往产生

了“本本主义”，很多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过程中过于依

赖教师，总是被动地等待教师带领自己学习，即使教师讲授

了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和内涵，学生也只是机械地记忆，却没

有做到很好的理解。

二、小学语文传统文化教学意义

传统文化元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能够正确引导

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其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与国家观，增强小学生对中华民族

的归属感、自豪感、荣誉感与尊严感，这是一个有趣的教学

过程，但同时也能够对小学阶段教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小学高年级学生来讲，其在从低年段经过中年段进入高

年段的过程中已经基本具备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但在认知能

力和理解能力方面来讲，仍需要不断的学习和锻炼，而传统

文化的渗透却能够真正影响其今后的个性与才能发展方向。

如通过对课文内容的阅读以及教师课堂教学中的引导，能够

使其对传统文化产生更深入的理解，并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和意识观念。新课程改革后，教育部对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

各项能力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就包括了加强对传统文

化的理解、应用和传承能力的培养，并将其作为教学改革重

点目标反复强调。因此，各学校需要重视并积极实践传统文

化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渗透融入。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的渗透不是简单地让学生看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历史，还需要其能够通过学习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领悟，

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教学中的有机融合，且更为重要的是，

真正的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中需要同时加强对学生听说读

写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再从学生思维与理解能力方面进行锻

炼，进而培养学生的语文学科素养，使其更好地将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

三、小学语文传统文化渗透策略

（一）借助多元途经，传承传统文化经典

在小学语文教材当中，有很多蕴含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

文本，如古诗词。古诗词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

容，进行古诗词教学可以说是学生学习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

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理解的重要方式。

因此，教师要加强古诗词教学途径的多元化运用，从多个方

面培养学生学习与理解古诗词，以提高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

热情。在进行古诗词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人文性与工具性

进行有机统一，利用语文学科特点，为学生学习语文和传统

文化奠定基础。同时也要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借助多元化途

径，使用不同教学方法，让学生可以自主、合作学习，强调

以读生疑，以质疑、解疑来实现传统文化渗透。

例如，在《马诗》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朗诵一

遍这首诗，初步感知边塞诗歌的人物和风格后，教师可以以

此来进行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并

强化学生对铁血豪情与保家卫国情感的理解与认知，从而过

渡到传统文化学习中，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二）拓展课外资源，营造传统文化氛围

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与融入不能

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内和教材内容，还要借助丰富的课外阅

读资源，让学生扩充阅读量的同时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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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元素的渗透。如教师可以在班级中设立单独的读书

园地，将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学作品放入其中，让学生自由阅

读，教师还可以定期举办读书交流会，让学生分享读后感，

或相互推荐经典的传统文学作品，通过课外资源的拓展使传

统文化根植在学生内心，从而陶冶其情操，以“润物细无声”

之势快速渗透到学生的内心。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校园文

化中所蕴含的潜在教育因素，传递传统文化。如精心设计校

园文化宣传板，将一些优秀的古诗词置入其中，或为学生展

示一些优秀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的展示营造出良好的校园

文化氛围，营造出传统文化的气氛，让学生的心灵受到熏陶。

例如，在学习了课本中某一篇古诗词或传统文化故事后，

教师可以为学生推荐相类似的文学作品和故事读物，甚至可

以将课文中所节选文学作品部分原著整本书推荐给学生，让

其能够通过大量课外阅读去拓宽传统文化视野。如在学习了

《七律·长征》之后，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毛主席的著作，

或者是其他的长征时期写下的文学作品，将学生“带回”到

长征时期，让学生了解那段动荡的历史，从每一个鲜明的人

物角色身上学习其优点，从而让学生加深对文化的认识，进

而内化到自身行动当中。

（三）渗透融入课堂，提升传统文化素质

课堂一直是进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和主要载

体之一，能够入选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都是经过教育专家

与语言学家所共同商讨后所精挑细选的优秀作品，其都有着

浓郁的人文思想和教育价值，其中也蕴含了很多经典的中华

传统文化内容。

例如，在《伯牙鼓琴》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对

文章的教学将其内涵讲解给学生听，使学生能够清楚地了解

“俞伯牙与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并从深一层次去分析俞伯牙

与钟子期之间的友情和相处之道，并由此引申出“朋友之谊、

在乎于心”。

再例如，在《两小儿辩日》文章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帮助学生针对课文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使学生学习到古

人如何进行拜师，如何尊敬老师，要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尊师

重道的相关理念传授给学生。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是儒学

大师，其一直主张施行仁政，向学生传授了很多与人文主义

相关的思想，教师在讲解时需要融入一些关于孔子的小故事，

以锻炼学生的理解能力，如此学生不但学习了课本的知识，

同时也提升了对教学任务的认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获得更加显著的学习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与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时，教师要认真进行教学设计，并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中华

传统文化，使其能够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逐渐

内化，产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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