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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单亚真

沧州市东光县大单镇初级中学，中国·河北 沧州 061600

摘 要：论文探讨了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方法及其重要性。通过语文教学，学生不仅能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和阅读理解水平，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文素养。论文详细论述了传统文

化对学生人格培养的深远影响，以及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古诗词和古文选读的重要性。此外，

论文还提出了在语文课堂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多种方法，包括通过讲解经典作品、利用多媒体手段、组织互动性强的

课堂活动等。传统文化的渗透不仅丰富了语文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还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

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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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iltration	methods	and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rough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tudent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ir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level,	but	also	receiv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unconsciously,	forming	correct	values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embodi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especially	the	importance	of	selecting	ancient	
poetry and prose.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various methods to infu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s, including explaining classic works, utilizing multimedia means, and organizing interactive classroom activities. 
The	infilt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nhanc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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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教育体系中，语文教学作为基础学科，承载着

传承语言文化、培养审美情趣和塑造人格的重要使命。通过

语文教学，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阅读理解水

平，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和人文素养。因此，语文教学在学生全面发展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古

诗词、古文、传统节日和习俗等内容，不仅是教材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关键。通过这些内

容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能

在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培养中受益匪浅。

2 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具有重要性。传统文

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具有独

特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精神财富，包括文学、艺术、思想、

习俗、礼仪等。其范围广泛，涵盖了古诗词、古文、书法、

民间故事、传统节日等多个方面。语文作为一门语言和文化

兼具的学科，自然成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传统文化对学生人格培养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学习

传统文化，学生能够接触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智慧

和价值观，如忠孝仁义、诚信友爱等。这些价值观不仅有助

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还能培养他们

的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例如，通过学习《论语》等经典，

学生可以领会孔子所倡导的仁爱和礼仪之道，进而在日常生

活中践行这些美德。此外，传统文化中的英雄故事、历史典

故等，也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例如，岳飞的忠勇故事和屈原

的爱国诗篇，都能够深深打动学生的心灵，激发他们为国家

和民族的荣誉而奋斗的决心 [1]。

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具有独特价值。语文不仅是语

言的学习，更是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如唐

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都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这

些经典作品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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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这些经典，学生不仅可以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增强

语言表达能力，还能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感受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传统文化的渗透还可以丰富语

文教学的内容和形式。教师可以通过传统节日的讲解、古诗

词的吟诵、书法的练习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在感受文化魅力

的同时，提高语文素养 [2]。

3 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的体现

3.1 古诗词的教学
在当前的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的体现尤为突出，这

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和人文情怀。传统文化在

语文教材中的体现主要包括古诗词的教学，这部分内容在语

文教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通过经典古诗词的选择、古诗词

的鉴赏与背诵，学生不仅能感受到语言的美，还能体会到文

化的深厚底蕴。

经典古诗词的选择是语文教材中的一大亮点。古诗词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美的语言、深刻的思想、

丰富的情感以及独特的韵律，都是现代学生不可或缺的文化

养分。在语文教材中，通常会精选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古诗

词，如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春望》、王之涣的《登

鹳雀楼》等。这些诗词不仅语言优美，内容也涵盖了从思乡

情怀到家国情怀、从自然景观到人文风貌的广泛主题。通过

这些经典诗词，学生能够领略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世界，体

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例如，李白的《静夜思》通过“床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简单

句子 [3]，将思乡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使学生在诵读中产生

共鸣，从而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古诗词的鉴赏与背诵是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教学的重

要环节。鉴赏古诗词不仅是理解其表面的文字意义，更是挖

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感情。教师在教学中，会引导

学生从诗词的字面意思出发，逐步深入理解诗人的情感和思

想。例如，在学习杜甫的《春望》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

过分析诗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体会杜甫对国家

破败的忧虑和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怀 [4]。这不仅让学生在理解

诗词内容的过程中感受诗人的情感，也培养了他们的审美能

力和人文素养。

背诵古诗词也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背诵

不仅有助于学生记忆和积累优美的语言，还能在潜移默化中

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修养。例如，小学生通过背

诵《静夜思》《登鹳雀楼》等短小精悍的诗篇，可以培养语

言的韵律感和节奏感；中学生通过背诵《离骚》《将进酒》

等长篇大作，可以深入体会诗人的情感世界和思想深度 [5]。

背诵古诗词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使他们在今

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加自信和从容。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语文教材通过精选经典古诗词，

注重古诗词的鉴赏与背诵，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学生的日

常学习中。这样的教学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体系，也培养

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文化

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必要手段，也是

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通过语文教材中对古诗词的学

习，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在

日后的生活中成为文化自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

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的体现，通过古诗词的教学，

不仅让学生在语言上受益匪浅，更在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中

获得深刻的精神滋养。这种文化传承的方式，将会在未来的

教育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培养出更多具有文化自信和国际

视野的新时代青年。

3.2 古文选读
语文教材作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

着语言文字教学的任务，更承载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使

命。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的提高，语文教材中

传统文化内容的比例逐渐增加，其中古文选读是传统文化在

语文教材中体现的重要方面。

古文选读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古文篇目

的学习，学生可以接触到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感受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古文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文化

载体，承载着古人的思想、智慧和情感。在语文教材中，经

典古文篇目的讲解不仅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表达技巧，

更能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

语文教材中常选取的古文篇目，如《论语》《孟子》

《史记》《左传》等，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涵盖了古人的伦理

道德、历史故事、哲学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论语》

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导学生重视学习和实践

的关系；《孟子》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则体现了磨砺对成就的作用。《史

记》中的《项羽本纪》描绘了项羽的英雄气概和悲剧命运，

使学生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左传》中的《曹刿

论战》通过曹刿的智慧和勇气，向学生展示了古人的谋略和 

智慧 [6]。

通过对这些古文篇目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古文

的语言特点，增强语感，还能从中体会到古人的思维方式和

价值观。例如，《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精神，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更培

养了他们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通过反复诵读和理解这些

经典篇目，学生的语感得到了显著提高，他们能够更加自然

地运用古文表达，同时在写作中也能更加自如地借鉴古文的

优美辞藻。

古文对学生思维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古文中蕴含

的哲理和智慧，能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他们的逻辑推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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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创新思维。例如，《荀子·劝学》中“君子博学而日参

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的思想，教会学生不断学习和

反思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 [7]。通过对这些

古文的学习，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智慧，提升自

己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古文选读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通过学习和

理解古文，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独特魅力，从而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例如，

《离骚》中屈原的爱国精神，《赤壁赋》中苏轼的豁达乐观，

都能深深感染学生，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3.3 民俗风情的介绍
在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的体现不仅是一种知识的传

递，更是一种文化的浸润。通过语文教学，学生不仅学习到

了语言和文学知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和价值观念。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语文教材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它不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

在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的体现方式多种多样，涵盖了文学

作品、历史典故、传统美德等各个方面，使学生在学习语文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鲁迅的《社戏》与吴伯箫的《灯笼》是语文教材中体

现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目，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民俗风情，还

揭示了深厚的人文内涵。通过这些作品，学生能够感受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多彩，同时也能够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

想情感。

《社戏》是鲁迅的一篇经典散文，通过描写童年时与小

伙伴们一起看社戏的经历，展现了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文

章中，鲁迅细腻地刻画了看社戏的场景以及途中所见所闻，

描绘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如社戏的热闹场面、小船的行驶、

乡间的景致等。这些描写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江南农村的生活

画卷，还蕴含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和对传统文化的

深厚情感。通过学习《社戏》，学生能够感受到鲁迅笔下的

乡土风情，体会到社戏作为一种传统娱乐形式的独特魅力，

并在对比现代生活的同时，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珍视 [8]。

吴伯箫的《灯笼》同样是一篇充满民俗风情的文章。

论文通过描写春节前夕制作灯笼的过程，展现了中国传统节

日的独特魅力。吴伯箫在文中详细描述了做灯笼的工艺和过

程，以及灯笼在节日期间所起的作用，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对传统习俗的传承。文章通过对灯笼制作的细腻

描绘，不仅让学生了解了这一传统工艺的细节，还在字里行

间传递了浓浓的节日气氛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通过学习

《灯笼》，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的文

化内涵，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家庭和睦与亲情温暖。

除了文学作品，传统节日和习俗的介绍也是语文教材

中体现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民族有着丰富多彩的

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节日不仅是人

们休闲娱乐的时间，更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

在语文教材中，通过对传统节日和习俗的介绍，使学生了解

并继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的体现不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

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

和民族认同感。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容，使学生在学习

语言和文学知识的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这种

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对传统文化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4 传统文化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渗透方法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是一项重要而有

意义的任务。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悠久历史的体现，更是学

生们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将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教学设计

中，以丰富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例如，在讲解《论语》中的经典语句“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时，教师可以先解释其表层含义：学习知识并在

适当的时候进行复习，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然后，教

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其中蕴含的学习态度和人生哲

理，激发学生的思考与讨论。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历史背

景，介绍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这句话

的深层意义。

除了精选传统文化作品外，利用多媒体手段也是增强

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现代科技的发展为语文教学提供了丰

富的资源和工具，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手段，使传统文化的

教学更加生动直观。例如，在讲解《诗经》中的《蒹葭》时，

教师可以播放相关的音视频资料，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和画

面中感受诗歌的意境与美感。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

制作课件，将传统文化的知识点和相关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呈现出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记忆效果。

具体来说，在教学《红楼梦》时，教师可以制作一个

多媒体课件，展示书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和关系图，并配以相

关的图片和音乐，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人物关系和情节发

展。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播放电视剧片段或电影剪辑，让

学生在视觉和听觉上全方位感受《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文

化内涵。

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组织一些互动性强的课堂

活动。例如，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传统文化作品中的经典段落，

然后通过多媒体展示每组的讨论结果，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这种互动性强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理解，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表达能力。

5 结语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不仅丰富了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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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

质。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学生不仅能够掌握丰富的文

化知识，更能在实践中锻炼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出具

有文化自信和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因此，在语文教学中，

应充分利用课外活动和实践这一有效途径，推动传统文化的

深入渗透，确保传统文化在新一代中得以传承和弘扬。这不

仅有助于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也为中华文化的永续传承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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