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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双减背景下传统文化融入初中语文教学的有效策略
罗雯雯

寻乌县文峰中小学　江西　赣州　342200

摘　要：语文教育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始终。而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是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育

学生文化自信心的重要场所。“双减”政策的落地要求教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这迫切需要教师提升课堂质量，让学生在课

堂中完成知识学习和基础巩固，同时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而传统文化有助于教师结合优秀文化精神，从而引导学生探究传

统文化内涵，进而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同时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教师带领学生探究传统文化和强化学生思维提供了便利。

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合理运用传统文化增加课堂文化教育内容，提升课堂教学趣味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

学习中，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逐步实现师生协作构建高效课堂，满足“双减”政策下提质减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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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集大成者，融汇诸多优秀篇章，同时也承载着
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文化。因此，初中语文教学的任务不仅
仅是使学生获得简单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将中华
的精神文明成果继承与弘扬下去。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成果才
能焕发活力，中华文化才能不失根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准
接班人的中学生才能发挥文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

一、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意义
文化是国家发展的软实力，传统文化是其核心所在。在

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开展传统文化下的初
中语文教学实践，有利于增强中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加
深对祖国的热爱，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也有利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一）有利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凸显的越来越明显。

语文学科是文化重要的载体，也是传统文化在教育教学中的
集中体现。初中语文收录了大量的中华文明成果，如优秀典
籍节选、诗词歌赋、优美文章等等，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传
统文化的光芒。中学生在学习语文相关知识的过程中，不仅
可以领悟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心理上增强文化自信心，还可
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形成保护传统文
化、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在实际的学习与生活中，体悟传
统文化带给现代文明的影响，并且自觉的深入了解与弘扬传
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让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有更加深刻的解
读，同时为新时期人们指引发展的方向。

（二）有利于增强初中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初中生介于儿童与青年之间，还尚未成年，是一个自主

意识觉醒、个性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对一切新奇的事物都充满着探索欲望
与求知心理。近些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渗透，极易对他
们的思想产生冲击，从而腐蚀学生的心灵、瓦解学生的思想
防线。而初中语文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展现
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成果，其中不仅包括了璀璨的
文学成就，还有着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对自然万物的探寻，
呈现出多元化、动态化的局面。能够让学生在感知中华悠久
灿烂的文化成果中提升民族自豪感，增强初中生对民族文化
的认同，加强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的深厚情感。

（三）有利于国家文化政策和素质教育的实施
新世纪，中国前所未有的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向世

界人民展示着新时代中国的风采。与此同时，中华五千年的
灿烂文明成果进入世界人民的眼中，受到越来越多人民的追
捧，在世界掀起“国学热”的文化狂潮。为了顺应这种历史

发展趋势，同时为了促进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教育领域，
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教育政策，如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与传统
文化相结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为学生奉上内容
丰富、寓意深刻的课堂，使学生产生一种热爱传统文化的意
识，并且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坚持“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的理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使传统文化散发出
更为耀眼的光彩。

二、影响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传承的主要问题
（一）师生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认知理念比较固封
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阶段语文教学中师生更多

地关注语言知识的掌握状况，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有效性，
及语文教学能力的提高，对传统文化没有足够的重视。老师
在教书时，对于不涉及考试内容的传统文化知识基本上是一
笔带过，学生面对与考试无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大都忽视。因
为没有引起注意，因此，很多学生和老师并不会重视优秀的
传统文化，而且这种现状长期得不到改观，很多初中学生已
经对传统文化失去兴趣。由于传统文化和教育基础比较薄弱，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距离基础教育越来越远，而初中学生也
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

（二）教育教学方式的实施缺乏科学性与实效性
完善传统文化的教育体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

各个方面共同发力，形成整体效应，同时要遵循循序渐进的
教育规律。由于初中语文学科中涉及的传统文化知识较分散，
不系统，这就造成了许多老师的选择困难，基本上都是用比
较程式化的方法进行，这是种典型的“灌输式”教育，会使
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受
到影响，相应地，教育效果也会不佳。这种比较落后的教育
方法无法有效地激发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教育功能，而且学
生还未受到适当的教育和感染，与之相应的文化认同自然也
逐渐被扼杀。

三、双减背景下传统文化融入初中语文教学的有效
策略

（一）强化自身的修养
中学语文教学中老师是初中生的引导者，对初中学生而

言，老师自身修养有直接影响。其中，老师的综合素质和语
文职业能力，对于中学生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很强的示范作
用。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老师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唯
有如此，才能在更大程度上调动中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和热情。有关信息显示，中学语文教学中，老师本身的修养
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能对初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有较大的直
接影响，对于中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学习《出师表》的时候，老师们可适当地站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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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视角解释，使用多媒体向初中学生展示预先制作好
的视频或图片能够使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让学生更
深层次地认识爱国精神。基于这一点，老师再次结合《出师
表》的历史背景和爱国精神，发挥传统文化魅力，能使初中
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在这种情况下，能在很大程度上全面
加强初中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内涵把握，在教学过程中有效
地渗透了传统文化的内涵，让中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传统
文化的熏陶。

（二）激发初中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情感
语文教材中，不仅仅是诗歌里有传统文化知识，其他文

本也包含着传统文化的道德思想。所以，中学语文教学中在
文本内容上，老师应注意挖掘其内涵，而且要把它在实际的
课堂教学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三）通过课外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尽管生活中不断地渗透着传统文化，但很少有学生能感

觉和发现，时常觉得比较奇怪。因此，老师要不断地通过各
种传统的课程，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的关系，使
学生在生活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课堂教学的时间
也是有限的，因此，在课堂上老师除了要融入优秀的传统文
化，同时也要指导学生感受现实生活，并持续运用，从而在
不同层次上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认识。每个人都具有各自
的文化内涵，因此，通过组织课余活动，或让学生自己感受
生活，至此，他们才能得到启发。假如学生长期接受传统文
化的熏陶，将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并在不停地
思考中获得成长。

例如，在母亲节，老师可利用这一天让学生们参加诗歌
朗诵比赛，标题叫“我爱妈妈”，最后，请同学们自编诗。老
师要积极鼓励学生将诗与母爱融为一体，同时也要运用自身
的文化修养优化诗句。通过朗诵，使学生感受到母亲节氛围，
并且让学生在家帮助和照顾自己的母亲。这类活动不仅能使
她们表达对母亲的爱，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妈妈的辛劳，从而
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

（四）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因此，老师的教学

方式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教师必须重视教
学方法的有效性和新颖性，保证持续性地集中学生注意力，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举例来说，老师可以向学生们推
荐优秀的中华诗词，使学生向优秀的同学学习，并可摘抄一
些自己喜欢的诗句，把它念出来。此后，老师可在班上举行

“诗文小能手”竞赛，在游戏过程中，加强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的能力，不断加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将对学生个人修
养有积极的影响。老师也能让学生发挥他们的特长，如果一
些学生喜欢唱歌，老师可使学生积极参与对民族文化的学习，
比如歌唱队，这样学生就能逐步掌握这些优秀的文化，并在
此基础上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五）与经典同行，触碰学生心灵
通过对诗歌的学习能够让学生体悟到古人的感情。让学

生感悟到传统文化的韵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学习
古典知识，让学生主动学习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六）基于古诗词创作背景，融入传统文化教学
中国古代出现了大量的中华优秀诗词，而这些诗词都出

现在不同的时代。因此，老师在开展传统文化教学时，一定
要融合古诗词创作的时代，并且要对时代的特点进行讲解，
让学生理解古诗词创作的时代背景，这是开展传统文化教学
的基础条件之一。此外，老师还应该考虑到初中学生的学习
基础，很多学生没有受过专业的古文训练，因此，其在文言
文的理解上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果老师能够进行诗词的时

代背景教学，向学生介绍当时时代下古诗词的特点，就能够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词的含义，同时还能够获得一定的历
史素养。

而且，老师针对古诗词的时代背景教学能够有效激发学
生自主学习的欲望。时代背景教学是学习古诗词的重要前提
条件。学生们意识到这一点后，再自主学习古诗词时会主动
收集古诗词创作时的时代背景。而且学生在了解了古诗词创
作的时代背景之后，才能够深刻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
思想，甚至很多学生都能够和作者产生深深的情感共鸣。因
此，老师在古诗词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前提教学，一方
面提高学生的古文素养，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质。

（七）利用古诗词特色语言，融入传统文化教学
中国古代的文言文不仅具备言简意丰的特点，同时还能

够体现出独特美感。因此，老师在进行古诗词教学时，一方
面要向学生耐心地讲解古诗词汇，同时也要向学生阐述古诗
词美感，让学生对古诗词产生兴趣，帮助其体会到古诗词独
特的魅力。举例来说，中国很多古诗词中的用语都别具一格，
很有特点。不光具有较高的意境，同时，还包含大量的古代
典故。

举例来说，老师在讲解到《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这一篇诗词时，其中有一句为“杨花落尽子规啼”。而这一句
中则蕴含了一个古代典故。古代蜀国国王，名杜宇，号望帝，
因为自己的国家被灭，所以国王含恨而死，死后化为杜鹃鸟，
因此，杜鹃的叫声非常凄苦，像是在诉说自己的身世和遭遇。
所以，“子规”指的就是“杜鹃鸟”。如果学生能在教师的引
导下掌握“子规”的典故，那么学生就可以形成对这一关键
词的固有认识，即使在不了解诗词含义的背景下，学生也可
以凭借这个关键词了解诗词表达的大致情感。

除此之外，老师针对古诗词中优美语句的教学还能进一
步让学生感受到古文表达方式的魅力。而老师则可以进一步
优化教学内容，利用网络资源搜集相关诗词，从而开阔学生
眼界，加深学生对古文的认识和理解。与此同时，老师在开
展古诗词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古诗词同现代社会生活的
联系，帮助学生从生活情景出发感受诗词魅力。举例来说，
老师在讲解到《送孟浩然之广陵》时，可以从现代流行歌曲

《烟花三月》入手。这首流行歌曲从现代人的视角，用现代的
语言完美还原了古诗词的意境。很多学生从流行歌曲中感受
到了古诗词的意境，甚至产生了和原作者的情感共鸣。实践
证明，这种方式能够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学生开始意识到
原来古诗词距离自己的生活并不遥远，甚至就是近在咫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双减”政策影响下，初中语文教学更加

重视融合新形势，优化教学内容。语文教师应关注语文教学
原有的文化优势，借助优质传统文化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内
容，塑造学生高阶思维品质，优化课堂教学效率，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养，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积极性，推动
语文教学提质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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