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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策略
韩前进

甘肃省积石山县石塬镇沈家坪撒拉族小学　731702

摘　要：改革开放在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诸多文化形式、思想形态、价值观念等纷纷涌入，冲击着大众的思想意识和

道德品质，甚至直接干扰着大众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高举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旗，牢牢占领小

学生的思想阵地，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先进理念和高尚追求去教育小学生，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

人生理想，培养小学生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真正实现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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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理念在提出之后，各个学科教育工作实施面临的
要求也明显有所提高，语文教师展开教学工作时不能只是局
限于教材知识讲解，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同样也十分重要，越
来越多的语文教师在课堂上主动挖掘教材之中所存在的优秀
传统文化，希望借此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
同时有效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这样学生不仅能够接受语
文教育，同时还能接受优秀传统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文
化教育。

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施意义
（一）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优秀传统文本教育的有效实施，能够让小学生语文素养

得以提升。在素质教育环境下，语文教育教学理念发生了较
为显著的变化，传统以成绩为主的教育教学理念已经无法满
足新课改教育教学要求，学生语文学科素养也无法得到提升。
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实施，则能够改善这一现象，让
学生真正在课堂接受多方位的教育，借助优秀传统文化本身
就具备的丰富思想内涵、精神价值理念来对学生进行教育，
这能够起到人文思想教育、德育、道德品质等多方面的教育
作用，这样学生自然能够得到发展。

（二）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
优秀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若能有效渗透，还有助

于提升学生良好品行与文化素质，是促进学生优秀思想道德
品质得以形成的有效手段。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时代不断
发展与沉淀下的产物，可以说是大量文化精粹，像礼、仪、
廉、耻、忠、孝、仁、义等思想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所以若能有效实施于小学语文教学课堂，学生品性也能接受
良好的教育与熏陶。现如今小学生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从小
深受父母宠爱，处在这一生活环境下，他们很容易养成以自
我为中心的思想，自身行为习惯也并不理想，如果在小学语
文教学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能引导学生逐渐从不良
思想及行为习惯中走出来，从而有效促进学生形成坚忍不拔、
顽强拼搏、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是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
的有效方法。

（三）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信息化时代背景之下，各式各样的信息都喷涌而出，一

些不良思想以及信息就会对小学生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若
没有及时对学生加以引导，学生很难得到身心健康发展，甚
至还会导致学生缺少学习的心思，十分不利于学生发展。而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开展，则能让学生
在接受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受到积极思想影响，学习优秀的
精神品质，让学生能够形成积极向上的态度，以优秀传统文
化精神约束自己，而这一过程就是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
过程。

（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军事能力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

相较于之前我国综合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处在这一时代
背景之下，文化本就是国家综合国力重要构成部分，所以我
国在提升硬实力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这样
才能有效减少外国文化的侵蚀，让我国文化能够逐渐走向世
界。我国向来都十分注重对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特别是优秀
传统本就具有较为丰厚的内涵，若能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能让小学生文化传承能力得以发展，
真正将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小学生内心深处，这对学生传统
文化精神形成而言意义非常，也是促进我国文化对外交流、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方法。

二、在小学语文中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是经由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由丰富的

人文思想、历史典故和民族精神等多种元素构成，在小学语
文中渗透传统文化能促进知识的吸收与理解，帮助小学生健
全三观、深化内涵，具备持续的学习动力和积极的传承意识。
小学生思维尚处于发展阶段，对事物的发展缺乏独立的辨知
能力，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当中能帮助他们加强知识记
忆，明确文化起源，进行合理的知识拓展，使其能够系统分
析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架构完善的思维体系。其次，我们
所学、所听、所想都离不开丰富的汉语情境，为了帮助学生
学好母语，教师更有必要应用传统文化丰富学生的课堂体验，
使其感受到汉语的发展历史，学习到更多知识的应用途径，
在多样化的氛围中树立文化认同感，激发个人主动探究语文
文化的积极性和热情。并且，在小学语文中渗透传统文化有
助于深化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学生能更好地迎接今
后学习和生活的必要品质，借助传统文化内涵，教师能把握
语文教学的主线，努力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运用创新的教
学理念使其获得全新的学习体验，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化成
学生的自我修养，促进小学生思维的全面、健康、深度发展。

三、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语文教学的路径
（一）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教学氛围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广博，包括音乐、歌曲、舞蹈、美术

等一系列抽象艺术形式，因而教师可以将这些艺术元素融入
语文课堂之中，以此营造古色古香、原汁原味的优秀传统文
化氛围，对小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教学氛围能
够给予小学生较强的心理暗示、情绪感染和情感体验，因而
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助教学氛围的感染性去影响小学生的认
知状态、心理情绪和精神面貌。因此，教师可以将优秀传统
文化渗透于教学氛围之中，利用具有较高思想性、情感性、
教育性、感染性的教学氛围去感动、感化、感召小学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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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悦纳其中的教育元素。
以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 17 课《慈母情深》教学为例。

“孝文化”一直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小
学生应该具有的宝贵品质。因此，教师在《慈母情深》一课
中可以先借助教学课件进行母爱的情感渲染。教学课件的内
容是非常经典的故事，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三娘教子等，
简短的语言为小学生输送三个含义深刻、意义非凡的教育故
事，让小学生在欣赏动画片一样的教学课件中深度感知伟大
的“母爱”，牢牢记住历史上这些伟大的“慈母”以及她们的
育儿方法和做人标准。三个经典慈母故事不仅能够在语文课
堂教学过程中营造浓浓的母爱氛围，也能够初步启发和教育
小学生，因而能够达到预设的活动目标。最后，教师还要在
教学课件结束时播放音乐《世上只有妈妈好》，让具有较强亲
和力、影响力和亲切感的歌曲再次唤醒小学生对往事的回忆、
对母爱的重温和对幸福的回味。这样小学生就在《慈母情深》
一课开始前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情感渲染，自然能够
快速感悟到课文中的炽热母爱，进而能够激发对妈妈爸爸的
感恩意识，从而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意识”根植于小
学生思想之中。

（二）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源于教材课文，而教材课文的主要内容又有很

多古人的经典故事和趣味案例，其中大多隐含着古人的思想
意识、精神情操与道德修养。因此，教师可以在教学内容的
集体赏析中与小学生一起挖掘、探究和悦纳课文内容中的优
秀传统文化，让小学生直接接触和感悟优秀传统文化，强化
优秀传统文化对小学生的思想影响。因此，教师要善于开发
课文内容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极释放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价值，并以此为教学内容，引导小学生一起探究、一起讨论、
一起拓展，在互帮互助、合作探究中深度学习，切身感悟优
秀传统文化中隐含的思想境界与精神追求。

以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 12 课《盘古开天地》为例。“盘
古开天地”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统神话故事，也是优秀传统
文化的组成元素。因此，教师可以借助“盘古开天地”这个
经典神话故事引导小学生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想象美、艺术
美和思想美，切身感知优秀传统文化的神奇魅力和艺术价值。
在“盘古开天地”这个神话故事中，极力向小学生展示斗争
精神、为民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和英雄精神，因此，
教师可借此教育小学生要像盘古一样敢于向“黑暗”或“邪
恶”说“不”，能够为了人类光明、美好生活、幸福未来而义
无反顾地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因此，

“盘古开天地”这个神话故事不仅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
想精髓，还隐含着人间真善美和社会正能量，能够为小学生
的思想发展、道德提高、觉悟提升和品质优化提供源源不断
的营养元素和发展动力。由此可见，教师要立足优秀传统文
化积极剖析“盘古开天地”神话故事中的教育元素，以此切
实丰富教学内容，优化教育效果。

（三）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教学过程
教师不仅要在教学内容中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强化

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效果，还要让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
讨论、主动交流和自觉辨析优秀传统文化，以此提升小学生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悦纳程度和认知效果。小学生已经具有一
定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探究能力、交流能力、判断能力
和整合能力，因而能够在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主体认知、交
流沟通和集体讨论中逐步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掌握、
悦纳和践行。因此，教师可以将优秀传统文化直接融入教学
过程之中，让小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

方位的多维探究与深度学习，推动小学生高质量地悦纳优秀
传统文化的教育滋养。

以人教版二年级下册识字部分第 2 课《传统节日》为例。
课文《传统节日》涉及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乞
巧节和中秋节等，而且还为小学生列举了诸多的传统习俗和
庆祝活动，如贴窗花、放鞭炮、看花灯、赛龙舟、吃月饼和
赏月等，还有扫墓、祭祀等活动。因此，课文《传统节日》
能够为小学生提供节日版、习俗版、庆祝版的优秀传统文化
内容，引导小学生借助现实生活中的固有礼仪和固化习俗去
切身感知真实存在的优秀传统文化、节日习俗、常规活动以
及思想内涵。这样小学生就会感到优秀传统文化并不遥远和
抽象，就“存活于”现代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因而能够切实
提升小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信服感，进而大幅度
提升优秀传统文化对小学生的教育效果。因此，教师不仅可
以按照课文中的节日顺序为小学生制作一个“节日版”的教
学课件，让小学生在电子白板上亲眼看到传统节日活动，也
可以让小学生进行集体讨论，亲口说出自己及家人在传统节
日期间的活动，以此加深传统节日与优秀传统文化在小学生
思想意识中的认知痕迹和教育效果。因此，以优秀传统文化
为核心内容的教学过程，能够让小学生完全融入优秀传统文
化之中，借助小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思考主动性以及交流自
觉性，推动小学生在认知中感悟优秀传统文化，在交流中悦
纳优秀传统文化，在讨论中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慢慢成为优
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与践行者。

（四）在实践中渗透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教育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教学的层面上，教

师应该鼓励学生将学习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和精神品
质落实到实践，从而更好地将传统文化内化成学生自身的内
涵或者品质。而且教师应该在这个环节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努力开动脑筋，创新自己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想办法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实践之中，增加学
生进行实践活动的机会，以及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观察力与
联想力，让他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与传统文化
有关的事物来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自己的实践活动
中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从而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
自信心与自豪感。比如，教师在讲解春节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包饺子、贴春联、剪窗花、舞龙舞狮等活
动；在讲解古诗《清明》一课的时候，可以鼓励学生观察自
己家中和邻居家的习俗，以及天气的变要求学生根据活动中
了解的内容和产生的感悟进行作文训练，着重将自身对传统
节日中的各种文化的理解写入作文中，在思考和表达的训练
模式下提升综合素养。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意

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教育价值和人文情怀，创
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在日常的识字教学、古诗教学、朗
读教学、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使学生潜移默化
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陶冶情操，主动做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者和弘扬者，增强文化自信，从而有效培养语文文化素
养和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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