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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马　博

甘肃省甘谷县六峰镇苍耳王小学　甘肃甘谷　741200

摘　要：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瑰宝，更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的

渗透，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更能使小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接受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熏陶，

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不仅是新时期新课标的具体要求，更是小

学生语文素养提升、个人品格塑造的必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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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对培养学生的审美

能力和文学修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激

烈文化碰撞的时刻，加强语文传统文化教学，培养

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尤为重要。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断继承和发展的文明

产物，是前进和力量的基础，作为教师有责任继承

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这是一个

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特征的标

志。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传统

文化是我们民族几千年发展史的文化结晶。它代表

了我们中华儿女的精神特质和民族风格。我们需要

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扬和保护。这是对我们民族的精

神根基进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化也有

着重要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对与目

前的世界文化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　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在汉字当中做了详

实的记录，而在小学语文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通过

语文的学习，尤其通过一些古诗词的学习可以很好

的向学生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让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健康茁

壮的成长，成为一名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的人才。

然而受到很多功利思想的影响，很多小学语文教师

思想也变得功利化在教学中过于重视学生考试成绩

如何提升，而忽视了对学生综合人文素质的教育。

所以，作为教育工作者，首先要端正思想，认识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建立起来进行中国传统

文化教育的目标和具体的模式，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养，使得学生在教师用心的教育和引导之下，都能

够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只有明确了重要意义，才

能在教学中有目的的进行教育和渗透，而这一点不

仅需要老师加强自律，也需要管理部门加强监督，

使得教师能够在教学中抓住重点，能够按照素质教

育的要求，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的指示，做好中国传

统文化教育的渗透工作。

3　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现状

目前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情况不

是十分乐观。现在很多学生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十

分淡漠，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没有积极性。很

多学校对这一方面的教育也不是很重视，就加重目

前出现的问题。很多老师在课堂上也不注重对学生

进行传统文化的教学，只是仅仅依靠教材上的传统

文化知识来进行教学，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所

以现在的小学生传统文化接触较少，传统文化掌握

情况不是很令人乐观。不过目前也是有一些好的现

象的。国家教育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状，

在新的教学改革目标中提出了要加强传统文化在语

文教学中的渗透。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这就

要求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加强对学生进行传统文

化的教育，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提高小学语

文教学质量，让学生们更好的去理解传统文化，去

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根基。

4　加强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具体措施

4.1　优化教材内容，增加传统文化教学内容

目前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关于传统文化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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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还是占比太低。要加强在语文教材中关于传统

文化教学内容的占比。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有优美瑰丽的唐诗宋词。还有曲调优美的元曲，还

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明清小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传

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在教材

中渗透这些教学内容。优化语文教材的内容结构。

选取的内容要符合学生的实际，不能选取那些太过

深奥的内容。要选取那些简单易懂的教学内容加入

教材之中，这样有利于学生理解教材内容。让学生

更好地去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魅力。在学习的过程

重要，要让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加深对于传统文化

的理解。比如在学习古诗词的时候，要试着让学生

去对古诗的意境进行分析，让学生感受到诗歌中的

魅力。在学习那些古典小说的时候，可以试着让学

生去续写一下故事，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在教学之

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内容。

4.2　建立优秀的传统文化课堂氛围，培养相应

的班级文化

我们在语文课堂上，可以加入一些传统文化的

内容。比如我们可以给学生将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美

德的故事，让学生了解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对学生进行思想情感教育。然后可以设立相应的评

价机制。对于那些对于传统美德发扬比较好的学生

要进行表扬和奖励。用这种激励机制去让孩子身体

力行的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实践之中。培养优秀的语

文课堂文化。我们可以每天在黑板上写一句有关传

统文化的名言警句。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培养优秀的课堂文化。让学生处在一个充满

传统文化意境的语文课堂之中，在潜移默化之中提

高学生们的传统文化素养。

4.3　创设课堂情景模式，带入传统文化意境

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多种的表现形

式。比如学习古诗词的时候，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同学们播放相关的诗词演绎

视频，让同学们们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把同学们带入到诗词中的意境之中。在学习一

些传统文化故事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进行角色扮

演，让学生切身的去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所

在。比如在学习孔融让梨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分别

饰演不同的角色，把学生们带入到课堂情境之中。

增强课堂的活力，把学生带入到传统文化的情境之

中，提高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4.4　开展各种传统文化活动，增强语文课堂的

丰富性

我们的传统文化发展至今，有着许多优秀的民

俗活动。我们可以在课堂上渗透这些民俗活动，让

同学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比如每到元宵节，我

们都要猜灯谜。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设计一些灯谜让

学生们去解答，学生在解答的过程中，既学习了相

关知识，又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理解。还有中秋节，

八月十五赏月，吃月饼，我们可以给同学分发月饼，

让同学们在晚上去赏月，并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样

让同学真切感受到中秋节的气氛，了解我们的传统

民俗。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可以增强语文

课堂的丰富性，也有利于学生们去学习传统文化。

本文对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进行

了研究，传统文化使我们民族的瑰宝，我们必须加

强其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影响，这有利于学生的健

康成长，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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