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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策略分析 
潘远明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第一中学  362801） 

摘要：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传承面临挑战，高中语文教学中其渗透问题凸显，亟待解决。深入剖析现状，探
讨渗透策略，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提出课堂优化（经典解读、创新教学）与课外拓展（文化活动、资源利用）策略。结果
显示同学文化素养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校园文化氛围与教育品质得以改善，这有助于培养同学文化自信，推动语文教学发展，实
现传统文化传承与同学发展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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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时代的浪潮中，新发展理念强调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

性，高中语文教学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阵地，面临着如何有效

渗透传统文化的挑战，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同学对传统文化

的关注度下降，而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也存在诸多不足。

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传统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显得尤为迫切，这不仅关乎同学文化素养的提升，更是传承民

族精神、推动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接下来将从多方面剖析现

状，提出策略，展现传统文化与高中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路径

与价值。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于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实具多方面关键意义，

对同学正确价值观形成助力甚巨，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丰富

伦理道德观念，以儒家所倡导“仁爱”“礼义”等思想为例，在

语文教学进程中，经由对《论语》等经典著作深入研读，同学

得以理解并将这些道德准则内化于心，进而在日常生活里践行，

以此引导自身行为，树立积极向上价值观【1】。经典文学作品堪

称语文学习瑰宝，同学于学习古诗词际，能够领略到精炼语言

表达、丰富意象构建以及深刻情感寄托，在对唐诗宋词进行分

析的过程中，同学阅读理解能力获以锻炼，对文学作品审美鉴

赏力逐步提升，继而激发其文学创作灵感，促使整体文学素养

得以提高。传统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还能够增强同

学跨文化交流能力。于全球化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可

使同学明晰自身文化根源，增强文化自信，当同学接触外来文

化时，凭借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能够更好地进行对比与融

合，促进跨文化的有效交流与合作，为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立

足奠定坚实基础。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现状分析 
在当今社会格局下，传统文化于高中语文教学中处境着实

令人担忧，快节奏现代生活以及迅猛发展现代科技，恰似一股

强大洪流，裹挟着同学注意力，令他们深陷网络娱乐与流行文

化漩涡。课余时，短视频、电子游戏等已然成为他们主要消遣

方式，而经典古籍则备受冷落，主动阅读者寥寥可数，在语文

课堂这一本应是传统文化传承重要场所，情况亦不容乐观【2】。

当面对古诗词等传统文化瑰宝际，同学们常常面露难色，理解

上障碍以及兴趣匮乏如影随形，致使传统文化难以真正走入他

们内心世界。教学设计方面缺陷亦不可忽视，部分教师受实用

主义思潮影响，在教学过程中过度聚焦于语言知识灌输以及应

试技巧训练，对传统文化挖掘仅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探究与

系统解读。此种蜻蜓点水般教学方式，无法引领同学领略传统

文化深邃精髓。多元文化强烈冲击更是让传统文化教学举步维

艰，西方文化等外来文化凭借现代媒体强大力量，广泛渗透至

同学学习与生活中，大量占据他们视野，无情地挤压了传统文

化生存空间，传统文化在同学心中地位因此逐渐减弱，在教学

中难以施展其应有影响力，致使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严峻挑战。 

三、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策略探讨 
（一）立足课堂教学，深度融合传统文化 

教师于选择经典作品以进行教学时，应注重其代表性与丰

富性，除却常见古代文学名著，尚可纳入一些思想深邃、文化

内涵独特作品，在教学进程中，采用多元解读方法。就以《论

语》为例，不但要讲解字词释义、语句翻译，更需引导同学深

入探讨其中儒家思想体系。可组织同学分组讨论“仁”“礼”等

核心概念在不同篇章中的体现与应用，联系现实生活以思考这

些思想价值，开展拓展阅读活动，推荐同学阅读相关研究著作、

学术论文，以加深对经典作品理解。在学习《史记》际，鼓励

同学阅读史学家对其中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评价，从多角度认识

历史文化，拓宽文化视野，提升对传统文化思辨能力。 

创新教学方法乃是提高传统文化教学效果关键，情境教学

法可广泛应用，例如在教授古诗词时，依据诗词主题和意境，

利用多媒体资源创设生动情境。在讲解苏轼《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时，播放与契合古典音乐，展示明月高悬、亲人团聚

画面，让同学身临其境地感受词人对亲人思念以及对美好生活

向往。角色扮演法亦能增强同学体验，在学习古代戏曲作品时，

让同学扮演剧中角色，体会人物情感、性格特点以及古代戏曲

表演风格和文化内涵。问题驱动教学法可激发同学探究欲望，

教师提出具有启发性问题，如“古代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形象体

现了怎样的民族精神？”引导同学自主查阅资料、分析研究，

培养其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使同学在积极探索中深入领

悟传统文化魅力。 

（二）拓展课外空间，丰富传统文化体验 

学校应积极支持传统文化社团建设与发展，诸如成立诗词

社、书法社、汉服社等，诗词社可定期举办诗词创作、赏析活

动，邀请专业人士进行指导，鼓励同学用诗词表达自己情感和

思考，传承中华诗词文化。书法社组织书法培训、展览等活动，

让同学在挥毫泼墨中感受汉字艺术魅力和文化底蕴，开展各类

传统文化竞赛，如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成语接龙大赛、古典文

学朗诵比赛等。这些竞赛活动能够激发同学竞争意识和学习热

情，促使他们主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在

竞赛准备过程中，同学深入研究相关文化内容，在比赛中展示

自己学习成果，形成良好学习氛围，推动传统文化在校园中广

泛传播【3】。 

组织同学参与丰富多样文化实践活动，如参观历史文化遗

址、传统手工艺作坊等，带领同学参观古代寺庙、园林等建筑，

让他们亲身体验古代建筑精湛技艺和文化内涵，了解其背后宗

教信仰、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安排同学到传统手工艺作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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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剪纸、刺绣、陶艺等技艺，感受传统手工艺人匠心精神，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学校与社区联动，开展社区传统文化

宣传活动，同学可以在社区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展览，表演传

统戏曲、武术等节目，向社区居民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增强社

区居民文化认同感。 

四、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策略的实施效果 
（一）同学文化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在传统文化渗透策略实施下，同学接触到了更为广泛且深

入文化知识，课堂上对经典文学作品精读，使得同学积累了丰

富古代文学常识，诸如诗词格律、文言文语法、文学流派等等。

例如在学习唐代诗歌时，同学了解到律诗、绝句格律要求，以

及边塞诗、田园诗等不同流派风格特点，教师引导同学对作品

进行深度剖析，从字词精妙运用至篇章结构巧妙安排，再至作

品所反映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使同学对传统文化知识理解不

再停留于表面。对比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作品，同学能够更好

地把握文化发展脉络，如从先秦诸子散文至明清小说，清晰地

看到文化传承与演变轨迹，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知识储备与

理解深度。 

在学习儒家经典际，同学接触到“中庸道”“和而不同”等

思想，促使他们思考如何在生活中平衡各种关系，培养辩证思

维，在面对复杂社会现象时，同学能够运用传统文化中的思维

方式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避免片面性。传统文化

创新解读和现代应用亦激发了同学创新意识，在学习古代神话

传说时，教师引导同学将其与现代科技、社会现象相结合进行

创意写作，同学们发挥想象力，创作出了许多富有新意作品，

如将嫦娥奔月故事改编成科幻小说，探讨人类探索宇宙梦想与

挑战，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培养了创新能力，为同学应对未

来社会发展需求奠定了坚实思维基础【4】。 

（二）校园文化氛围与教育品质优化升级 

学校开展各种传统文化活动，诸如传统节日庆典、文化艺

术展览等，使校园充满了浓厚文化气息，在春节期间，学校组

织写春联、剪窗花、舞龙舞狮等活动，让同学亲身感受传统节

日欢乐氛围和文化内涵；在校园内举办书画展，展示同学和教

师书法、绘画作品，其中不乏以传统文化为主题创作，展现了

师生对传统文化理解与热爱。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

活，还使学校形成了独特文化特色，成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重要阵地，提升了学校文化品味和社会影响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再仅仅关注知识传授，而是将文化

传承、品德教育、审美培养等有机结合起来，在评价同学时，

不仅考虑学业成绩，还注重同学在传统文化活动中表现、对传

统文化理解和传承态度等。这种教育理念转变带动了学校各部

门间协同育人，语文教师与美术、音乐、历史等学科教师合作，

共同开展跨学科传统文化教学项目。如语文与音乐学科教师合

作，让同学为古诗词谱曲演唱，实现了文学与音乐融合；语文

与美术学科教师联合指导同学创作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绘画作

品，并配以诗词赏析文字，提高了同学综合艺术素养。家庭与

学校间联系也更加紧密，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组织传统文化活动，

与学校共同营造良好育人环境，促进同学在传统文化滋养下茁

壮成长，实现了教育品质优化升级。 

五、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策略的优化建议 
（一）精准把握同学需求，激发学习内驱力 

在问卷中设置关于同学喜欢的历史时期、文学体裁、艺术

形式等问题，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学习方式的偏好，诸如更喜

欢故事性讲解、实践活动参与还是多媒体展示等。依据调查结

果，分析同学的兴趣分布情况，以此为后续教学内容和方法的

调整提供依据，对于喜欢历史故事的同学，可在教学中增添更

多历史典故、人物传记的讲解，例如讲述“完璧归赵”“负荆请

罪”等故事时，深入分析其中人物的智慧、品德以及所反映的

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对于对艺术感兴趣的同学，组织他们欣

赏古代绘画、书法、音乐作品，并引导其从文化角度进行解读，

如欣赏《清明上河图》时，探讨宋代的城市生活、商业文化、

社会风俗等。在教学方式上，根据同学的不同需求，灵活运用

多样化手段，对于善于思考、喜欢探究的同学，采用问题导向

式教学，设置有深度的问题引导他们自主研究；对于喜欢互动

交流的同学，组织小组合作学习、文化主题辩论等活动，让同

学在交流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激发同学对传统文化

学习的内在动力【5】。 

（二）全方位提升教师素养，强化教学引领力 

培训内容应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古代文学、历

史、哲学、艺术等，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进行讲座和授课，深入

解读经典著作、文化现象、思想流派等，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

水平。开展教学方法培训，如情境教学法、项目式学习法等在

传统文化教学中的应用，帮助教师掌握有效的教学策略，鼓励

教师参加学术研讨会、文化交流活动等，拓宽视野，了解最新

的研究成果和教学动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建立教师

教学实践反思机制，要求教师定期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教学过程

进行总结和反思，记录教学中的成功经验、遇到的问题以及改

进措施，搭建教师交流平台，如校内教研活动、线上教学论坛

等，让教师们能够分享自己的教学心得、优秀教学案例，共同

探讨教学中遇到的难题，这种方式，促进教师间的相互学习和

借鉴，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和策略。 

结语 
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意义深远且任务艰巨，深

入分析其重要意义、现状，探讨策略、实施效果及优化建议，

可知传统文化能助力同学素养提升、推动教学发展。当前虽面

临挑战，但借助优化课堂教学、强化课外拓展，关注同学需求、

提升教师素养等举措，可增强同学文化自信，促进其全面发展，

实现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的双赢，推动高中语文教学质量

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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