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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让学生在课本里享受传统文化“大餐”

——以部编版小学二年级下册语文第三单元为例

周丹妮

武汉市实验博雅第二小学　湖北省武汉市　430000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现

代文化的基石，当代青少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思想品味，而且在培养民族自豪感、增加

民族凝聚力乃至构建未来中国的民族文化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如今的孩子们似乎对国外的节日尤为推崇，对

于中国的传统节日并不是很理解，他们会在圣诞节在外买一棵圣诞树彩色灯打扮装饰一下家里，却在新春之际忘记买对联、

窗花，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由来和蕴含的意义知道的少之甚少。在现在的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大多数都藏匿在古诗、

歇后语、三字经、谚语等等里面，学生们对于这些传统文化晦涩难懂，在古诗词方面也只停留在字音的熟读背诵上，不能

真正体会其中蕴含的文化和精神，也不能和自己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在教学任务方面也只是让孩子们重复机械地背诵默写，

这样反而使学生丧失了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和兴趣性，学生根本无法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那么如何让学生在语文课

本里有兴趣、有热情地去学习享受了解到传统文化尤为重要。

关键词：小学 ； 语文课本 ； 教学 ； 传统文化  

为了让学生们正确看待并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

结合了部编版小学二年级下册语文第三单元为例，通过不同

形式的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作用，用彩色图片

和视频与文字融合，生动地向学生介绍我国的当地风土人情

和历史文化，丰富文字，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学习本

单元教材，引导学生激发他们对识字的兴趣，学习更多关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为我们

作为中国的后代而深感自豪。

1. 教材分析

尽管小学二年级下册语文第三单元是识字单元，但是其

语文要素为“传统文化”，意在弘扬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神

州谣》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的伟大，《传统节日》向我们介绍

了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贝”的故事》这一课通过

讲述“贝”让我们体会到汉字构造的奇妙，《中国美食》则

通过讲述我国菜肴来揭示我国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四课分

别以壮丽河山、传统节日、汉字、美食为题来展示我国悠久

灿烂的文化。《语文园地三》中的十二生肖，通过诵读十二

生肖的名称，进一步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积累。通过

学习本单元课文，同学们会体会到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享

受到传统文化“大餐”，学生们不再限制于晦涩难懂的古诗

歇后语等等，学生将收获更多有关我国文化方面的知识，并

体会作为华夏子孙深深的自豪之情。

《神州谣》是一首篇幅短小，内涵丰富的歌谣，气势

恢宏，它赞美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和秀美，

风景如画，表达了中华人民渴望祖国统一，共同为祖国繁荣

奋斗的愿望。

《传统节日》这是一部以中国传统节日为主题的诗歌。

语言简单，句子结构简洁，易于阅读，描述了从春节到重阳

节的中国所有主要节日和习俗。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中国人的家庭和乡村情怀，连接了

中国人的精神血脉，还承载着代代相传的古老文化。

《“贝”的故事》本课是一节识字课，通过“贝”，

我们可以感受到汉字构造的奇妙之处，让学生学习生字词的

同时，学会在汉字构造规律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对汉字有更

深的理解。

《中国美食》这是一篇讲述我国各地美食的课文，通

过展示我国各地的美味佳肴，它展示了我国独特而深刻的饮

食文化。从衣食住行着手，使学生更加贴切深刻地体会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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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文化。

2. 教学过程

2.1 享受传统文化“大餐”——趣味学汉字篇

汉字是是时代的见证。它记录了跨越时空的广泛而深

刻的中华文化，并继承了珍贵的中华文明。让我们知道了中

国五千年的历史和真相，了解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灿烂的文

明。汉字通过笔画的组合，见证了社会的变革和文化思想的

演变。汉字里有无尽的宝藏，它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精髓。汉

字是铸就中华文化大厦的基石，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

的。因此，在识字教学中，借助汉字演变规律和形声字的规

律，我具体化了抽象字符符号，以帮助学生理解汉字之间的

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并引导他们不断发现

汉字的奥秘，感受识字的乐趣。

案例一：在教学《神州谣》这一课中，“州”是象形字，

我先把“州”和“川”的进行比较，再展示了“州”的字形

演变过程，渗透汉字文化。最后以一个小故事加深同学们的

印象，同学们非常感兴趣并识记了下来。

案例二：在教学《“贝”的故事》这一课中，主要介

绍了“贝”字的由来、演变及发展。在教学的第一部分中，

我首先向学生展示了一些美丽的贝壳图片，使学生对贝壳的

外观有了基本的了解，然后展示了“贝”一词的演变过程图，

以使学生初步了解贝壳的外观。了解“贝”一词的由来，然

后展示有关“甲骨字”的图片和视频，让学生了解“甲骨字”

是古人雕刻在龟甲和动物骨头上的词。最后，通过图片与文

字的结合来说明其他几种汉字的演变过程，以引导学生体会

这种汉字的特点。

2.2 享受传统文化“大餐”——传统节日篇

教学《传统节日》时，我展开了四个小活动来增强学

生对传统节日的认识和理解。

活动一：快乐春节来回味

1. 师播放欢庆春节的课件。

2. 说一说刚才看到的是什么情景。 

3. 揭题。春节是我国最盛大最热闹的一个古老的传统

节日，俗称“过年”，在这一天，人们……今天我们就一起

走进中国的传统节日。 

【设计理念：通过演示课件，播放人们喜欢看的春节

快乐图片，用家庭团圆做饺子，粘贴春联，放鞭炮，观看春

节晚会，新年等等，以唤起学生对春节的回味，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活动，使课堂在开始时

就充满了幸福，和谐与互动。】 

活动二：传统节日知多少 

师：除了春节，你还知道哪些中国传统节日？ 

( 学情预设 ) 虽然教师会强调了“中国”和“传统”两

个关键词，但是学生有的可能仍然会说出一些不是传统节日

的名称，如五一、儿童节等等，教师先不用否认掉这些，可

以引导学生再读题，再找出关键词“中国的”、“传统的”，

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错误并及时改正。  

按排好的顺序，叫一叫这些节日的名字。

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腊八 

【设计理念：通过这种活动联系，学生将了解到，传

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中

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学生在实践中巩固从

交流中获得的新知识。】 

活动三：节日习俗大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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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同学共同展示收集到的资料 

师：在上课前，我们一起搜集了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

传统节日的习俗资料，就让我们一起来展示，互相分享吧。

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节日的由来。

传统节日的习俗、佳肴美食。

收集传统节日的相关故事、传说。

D、搜集与传统节日相关的文学作品等。

【设计理念：学生在交流中加深了对传统节日习俗的了

解并理解了其中丰富内涵。这个环节建立了一个师生合作，

生生合作，探究和分享的平台，体现了平等，民主真正教学

理念，激发了学生热爱优秀的积极性。同时也激发学生们热

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情，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活动四：传统文化要传承

师：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重要。但是，还是有些人仍有对传统节日不够了解和重视，

我们应该怎么做？ 

小组讨论。

老师总结：今天我们遇到了许多传统节日。这是我们

的历史财富。我希望学生能够珍惜我们的财富，热爱我们的

传统节日，并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2.3 享受传统文化“大餐”——运用多媒体领略中国的

大好河山、风土人情篇

《神州谣》教学片段

师：大家去过哪些景点旅游过呢？

生 1：我爸爸带我去过长城。

生 2：我去过天安门。

师：大家在图上找一找你们去过的地方都在咱们国家

的哪里。

（课件展示中国旅游地图，学生寻找）

师：好，下面同学们在地图上找一找我国宝岛台湾在

什么地方？

（课件展示中国地图，学生寻找）

师：那同学们关于台湾大家了解多少呢？

生 1：台湾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

生 2：台湾离厦门很近。

师：非常好！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我国台湾省的历史。

（课件展示台湾省的图片和视频，教师向学生讲解）

师：我国台湾省的情况我们刚刚已经了解过了，那么

现在有哪位同学知道我国有哪些少数民族呢？

生 1：我知道，有傣族，有蒙古族。

生 2：有回族，他们不吃猪肉。

师：很好，下面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

（课件展示我国少数民族的图片视频，简略介绍一些

少数民族）

师：我们刚才了解了台湾和少数民族，那么请大家读

一下课文的第 3、4 小节。

（学生齐读课文第 3、4 小节）

师：读完了课文，台湾跟我们大陆是什么关系？

生：台湾和大陆是一家人。

师：是的，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都是

中国人，中国的后裔，龙的后裔。那少数民族跟汉族是什么

关系呢？

生：我们是友好的朋友。

师：对，我们 56 个民族都是一家人，我们必须要相亲

相爱，团结一致，为国家的繁荣而共同努力奋斗！

【设计理念：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师生以问答为主要

内容，向班级学生展示彩色图片和视频，让他们通过多媒体，

真正感受到周围美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真实感和真实感。文字与现实，图片和文字相结

合，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中被神秘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

化所吸引。通过赞赏和欣赏中国，他们将加深对我国的了解，

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2.4 享受传统文化“大餐”——中国美食篇

民以食为天，在教学《中国美食》这一课时，我和同

学们交流了一下“吃文化”。中国菜具有悠久的历史，精湛

的工艺，丰富的种类，众多的流派和独特的风格。它是中国

美食几千年发展的结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且通

过这一课，同学们认识了 11 种美食，其中主食有 4 种，分

别是蒸饺、炸酱面、小米粥、蛋炒饭。菜肴有 7 种，分别是

凉拌菠菜、香煎豆腐、红烧茄子、烤鸭、水煮鱼、葱爆羊肉、

小鸡炖蘑菇，还知道拌炒、烤、烧、爆、炖、炸、煎、蒸、

煮 10 种烹饪方式。从整个活动来看，小朋友们对美食还是

很感兴趣的。活动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少了平时社会

活动中的说教，使小朋友成为了主体，主动性增强。在活动

中，可以使用多种形式，例如在活动前通过师生收集美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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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各种美味食品的信息，交流和观看视频，听故事，以使

孩子充分利用各种感官来进行活动。调动对传统食物的热爱

和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了解，使孩子对祖国的热爱有所提高。

下课后，我还将让学生们自己搜索材料，并与父母一起完成

一些简单的菜肴，体验父母劳动和热爱劳动的艰辛。从小养

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独立自主的好习惯！

2.5 享受传统文化“大餐”——十二生肖篇

生肖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语

文园地三》中的日积月累里正好让我们学习到了十二生肖。

教学片段：

1. 讲解十二生肖的故事。

传说当年轩辕黄帝要选十二动物担任宫廷卫士，猫托

老鼠报名，老鼠给忘了，结果猫没有选上，从此与鼠结下冤

家。大象也来参赛，被老鼠钻进鼻子，给赶跑了，其余的动

物，原本推牛为首，老鼠却窜到牛背上，猪也跟着起哄 ，

于是老鼠排第一，猪排最后。虎和龙不服，被封为山中之王

和海中之王，排在鼠和牛的后面。兔子又不服，和龙赛跑，

结果排在了龙的前面。狗又不平，一气之下咬了兔子，为此

被罚排在了倒数第二。蛇、马、羊、猴、鸡也经过一番较量，

一一排定了位置，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

鸡、狗、猪的顺序就这样最终形成了。

2. 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

12 生肖的来历如何呢 ? 我国古籍中记载，我国古代的

中原地区，最初使用的是“干支纪年法”，即用 10 个天干

符号（甲、乙、丙、丁、戊（wù）、己、庚（gēng）、辛、

壬（rén）、癸（guǐ）和 12 个地支符号（子 、丑、寅、卯、

辰、巳（sì）、午、未、申、酉、戌、亥）相配合来纪年。

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游牧民族则以动物来纪年。

3. 延伸拓展说说自己的 生肖、家里亲人的生肖。教师

适时引导学生明确十二生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按照顺序每

一个生肖对应年 ( 即一个属相 )

4. 出示十二生肖歌词，帮助学生记忆。

小老鼠打头来，牛把蹄儿抬

老虎回头一声吼，兔儿跳得快

龙和蛇尾巴甩，马羊步儿迈

小猴机灵蹦又跳，鸡唱天下白

狗儿跳猪儿叫，老鼠又跟来

十二动物转圈跑，请把顺序排

小结：十二生肖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在中华上

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了下来，从古至今依旧为世人所

叹服。它是华夏先民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的

结晶，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3. 结语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老师，我们有义务带

领学生在语文教学中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这使中国优

良的传统文化得以很好地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

精神通过各种有趣的方式植根于小学生的心中，例如汉字游

戏，传统节日，十二生肖，中国食品或多媒体技术的使用，

使他们能够养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历史和生活持积极态

度。无论是身心，还是修养，都可以得到全面改善。实际上，

在教学中，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课外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以

使学生的业余时间更有意义，例如，让学生使用互联网查找

一些有趣的故事，定期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或举办古代诗

歌会议，讲故事比赛等，使学生在玩耍的同时可以学习传统

文化知识，无意识地将教科书中的知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逐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还可以利用春游、秋游

等时间带领学生探访武汉的名人古迹，培养自己的文化素

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总之，中国传统内容丰富、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和道德观念的体现，寄托着民族的希望。我们要从语

文课本里，带领学生们享受到更多的传统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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