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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文化的小学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
毕慧彦

（任丘市第三实验小学，河北 任丘 062550）

摘要：小学是语文学科教学的重要启蒙阶段，此阶段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基础文化知识的学习，同时要加强对文化观念的传授，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生活与传承文化。传统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积累与创造所凝练的精华，其对课程教学

具有积极作用，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用能力，同时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小学语文教学中，能够促使

语文教学课堂更具有趣味性，有利于构建高效教学课堂。对此，本文针对基于传统文化的小学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策略进行分析，以期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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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加强了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关注度，促使小学教育

加强了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与改革。在多元文化冲击环境下，

小学肩负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教学重任。语文学科是传承传统文化

的基础学科，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立足传统文化元素

开展各项教学活动，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塑造小学生

的健全人格。如何借助传统文化增强小学语文教学效果，促使传

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实现有效渗透，是目前教育工作者需要

重点关注的课题。

一、传统文化的小学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必要性

（一）新时代环境下小学教育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强烈需求

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巨大冲

击，再加之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速度

促使多元文化带来的冲击不断增强。在此环境下，小学生所能接受

的信息更加丰富，但他们的年龄较小，对外界信息的判断能力不足，

容易倒是学生在价值判断方面出现混乱，不利于学生成长与发展。

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元素，将其引进至教育活动中，充分

发挥传统文化的熏陶作用，促使学生在多元文化浪潮中保持清醒，

树立坚强的文化自信，进而实现健康良好发展。这样不仅有利于学

生思想观念的健康发展，同时对弘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小学语文作为语言文化类课程，其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能够促使学生在掌握语文学科知识的

同时，有效提升道德品质，塑造健全人格。

（二）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的必然需要

对小学生来说，他们的语文知识积累较为不足，对很多经典

作品的阅读与理解存在一定障碍，对传统文化知识有一定的认知。

对此教师可借助传统文化知识加强对学生的学科教学，通过传统

文化知识的讲解提升语文感知能力。比如教师通过渗透汉字文化

知识，帮助学生记忆与理解课程中的生字词，通过引进生动传统

文化知识调动学生关注力，在参与中提升学生的语文感知能力与

阅读鉴赏能力。在课文教材中存在很多传统文化相关课文，在阅

读教学中教师可以引进更多的文化尝试知识，以此丰富学生的文

化体验。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引进，能够有效体现语文学科教学的

人文性与工具性，充分体现语文学科教学教师，促使学生在理解

文本内容基础上，加强对古诗词等语文重难点知识的记忆，对学

生后续学科学习与高效课堂构建等具有积极作用。

（三）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必要举措

语文学科教学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通过传统文化学习

能够促使学生吸收文化精神，进而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社会文化随之持续增加，人们越来越

倾向于更加快速简单的学习方式，学生要想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

生存就必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以获得更多的时代知识。以阅读

能力为例，阅读能力是终身学习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

简单与快捷获得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书籍中记载着丰富知识与

发展信息，凝聚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学

生需要通过阅读作品来吸收文化精神，以此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小学语文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比如古诗词中

蕴藏着传统文学内容，戏剧与杂技等课程中蕴藏着传统艺术文化

等，教师要注重引进多样化传统文化内容，促使学生在了解过程

中获取更多的传统文化内涵，掌握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方法，进

而促进学生文化精神的形成，为其未来发展待定良好基础。

二、基于传统文化的小学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策略

（一）加强课前资源整合，构建多元化渗透路径

教师要具备传统文化学习意识，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整

合，加强课前资料整合，为学生构建出多元化传统文化渗透路径。

对此，教师主要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树立传统文化学习意识。

教师在课余时间要多查阅与了解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多学习关注

相应影视作品，以自身深厚的文化经验开展各项教学活动，调动

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知热情，引导学生自主整合

传统文化资源。教师要结合不同课程需要整合不同的传统文化资

源，比如面向传统节日教学，教师要注重搜集传统节日及其相关

传统经典作品等资源，以此丰富学生的学科体验。二是培养学生

传统文化自主学习习惯。资源的整合并非要限制于教师身上，要

注重引导学生养成相应的习惯，在课余时间主动查阅与了解传统

文化相关书籍与知识。对此，教师可以设置相应的预习活动，让

学生在课前自主搜集相关资料，并将自己的搜集的资料进行分析，

以此促进学生理解。例如在“敕勒歌”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查阅敕勒川、阴山的地理位置，了解课程中“穹庐”的意思等，

以此帮助学生认识作品中描述的画面。再例如在“难忘的泼水节”

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提前查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资

料，以此帮助学生更多的传统节日，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

课前资料的整合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与知识整合能

力。三是合理调整传统文化要素占比。在古诗词课程教学中，教

师要注重引进与作品相关的元素，加强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但同时要注重所选要素与课程内容的贴合，切实围绕课程内容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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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传统文化。比如在“从军行”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引进爱国情

怀元素，课前提前整合爱国相关传统文化，在适当节点进行拓展

教学，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体验，通过对话方式或互动方式促

使课程学习与学生学科体验形成关联，以此帮助学生理解。四是

加强传统文化在日常教育中的渗透。比如在日常学习中，教师可

借助学生的课本与作业本讲解纸张的发明创造过程，以此加强学

生对传统工艺的了解，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豪。再比如面对学生的

小矛盾实践可以讲解将相和的故事，引导学生与他人和谐相处，

懂得谦和的道理。

（二）创新课程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科学习兴趣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创新课程教学活动，通过多样化

情境吸引学生的参与，激发学生学科学习兴趣，提升课程教学效

果。在课堂上，教师要为学生创建出良好的教学环境，立足传统

文化元素构建多元化语文教学活动，将趣味性传统文化知识引进

至教学活动中。运用信息技术直观展示课程知识，通过创设情境

推动教学活动进行，通过互动建立与学生的思想的交流，以此塑

造学生的灵魂，推动学生健康发展。针对传统节日元素，教师可

结合课程内容组织学生开展各项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

传统节日故事，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例如在“端午棕”课程教学中，

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介绍自己家乡与自己喜爱的粽子类型，

学生的喜好口味不同所回答的粽子类型不同，包括红豆粽、蛋黄

粽等。引导学生尝试协助家长包出自己喜欢的粽子，动手参与包

粽子的过程，跟踪包粽子的全过程，感知课程中关于粽子出锅与

品尝的体验。针对传统深化故事，考虑到小学生对此类文章较为

喜爱，教师可以通过视频播放与图文展示方式进行教学，课程完

毕后还可以以游戏活动帮助学生记忆。例如在阅读学习“西游记”

时，教师可以结合课程选段播放相对应的影视作品，引导学生找

出与视频片段相对应的课程内容，以此具象化理解课程。教学结

束后教师引导学生开展猜人物游戏，引进孙悟空、嫦娥等图片，

让学生通过人物描述猜人名，以此激发学生对传统故事的学习积

极性。针对传统文学作品，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诵读，通过有

感情地诵读深刻理解课程知识与生字词，同时还可以加强对人物

情感的感知，了解作者的情感变化，有效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

例如在“剪窗花”教学中，教师可先讲解诗词的意思，让学生了

解作品的写作背景与作者的人生经历等，当学生建立对文本内容

全面理解后开展诵读活动，引导学生一边阅读一边打拍子。在朗

读过程中，学生要读准字音与节奏，抓住诗词的关键词，深刻感

知其中内涵，体会诗词美感。

（三）积极开展课后拓展活动，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传统文化

课程的结束不代表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结束，教师要注重对

课后教学活动的延伸，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深入了解传统文化。

课外拓展活动的开展类型较为丰富，教师主要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组织与课程相关实践活动。教师在课余时间可组织学生参与

各类实践活动，比如参观博物馆与文化馆等，以此拓展学生学科

视野，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观看完毕后组织学生数学观

后感，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落实为具体问题，以此增强学生

的感悟。例如在学习“牛郎织女”课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重

点了解我国传统纺织技术，参观博物馆中陈列的传统纺织设备，

从纺织延伸到传统服饰的演变方法，鼓励学生尝试进行缝纫活动。

二是丰富课外文化活动。在小学阶段，学生从低年级便开始接触

汉字与古诗词，教师可针对语文教学特点组织学生开展诵读活动，

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诵读习惯。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

生开展每日一读活动，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阅读方法；在课外活

动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到古诗词经典诵读比赛、合唱比赛

等活动中，以此增强学生的阅读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环境下，小学教师要加强传统文化在日

常教学中的渗透，将传统文化元素贯穿于教学全过程，促使学生

在多样化教学情境中深切感知传统文化魅力，激发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学习与传承认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课前传统

文化资源整合，加强对课程教学手段的更新，通过先进教学技术

与新型教学理念的应用吸引学生的课程参与，进一步拓展传统文

化的渗透路径，加强在课后环节的延伸，以此构建出全过程的渗

透环境，使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推动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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