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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初中语文教学的有机融合

苏　璐

兰州市城关区华侨实验学校　甘肃　兰州　730046

摘　要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研究中华卓越的传统文化与初中语文教育的融合显得尤为关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悠久而

深厚的历史，给初中语文教学以丰厚的养料。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具体实践策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主要有经典诵读，情境教学，写作训练和文化专题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开拓一条促进教学质量，传承文化精髓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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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与精神财富，其文化元素携带了中华民

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与思维方式体现着一个民族独特的品格与精神特质，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主要

来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为将中华卓越的传统文化整合到初中语文教育中提供了坚固的理论

支撑。这一标准突出语文课程的人文性特征，要求对学生进行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培养。其中明确提出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并引导学生从中吸取智慧与精神力量。并通过语

文学习，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注和参与当代文化生活，初步了解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事业和一定的文化底蕴。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初中语文教学的相辅相

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初中语文教学的滋养

与丰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初中语文教学提供了营养和

丰富，表现为多个方面。传统文化下的经典文学作品，

给语文教学带来了大量的材料。比如古代诗词，散文，

小说等等，这些作品不仅语言表达方面具有独特的魅力，

而且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与感情更能启发学生的心

智，充实学生内心世界。以《岳阳楼记》为例，其中的

“先做人后做事”的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有助于培育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深刻哲学思想对学生成长形成

完善的价值观以及正确的人生观有着难以估量的正面影

响。以儒家思想为例，它所提倡的“仁，义，礼，智，

诚”等核心价值观，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行动指南，也

为他们的精神成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持。无独有偶，道家

强调“顺应自然”的生活哲学也使学生在应对人生各种

挑战时能保持平和心态并懂得变通与调适。

在传统文化丰富的艺术形式当中，书法，绘画以

及戏曲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特殊的审美价值，

这些审美价值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提高，

也可以使其在学习语文时，更加深切地感受文字的魅力，

感受意境的博大精深。如通过赏析书法作品，让学生体

会汉字的结构之美、书写之韵；通过学习绘画，他们能

体会到色彩搭配、构图精巧；而戏曲可以使学生在听觉、

视觉上得到享受，领略语言魅力，抒发感情。

此外，传统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历史典故和民间传

说，更是为语文课堂注入了生动有趣的元素，激发了学

生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学习的热情。例如“孟母三迁”

这一故事就形象地表现出环境对于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意

义，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感悟教育真谛。

鉴于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初中语文教

学之中，既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知识储备，也给学生内心

带来了持续的生机与营养，使其在学习过程中对中华民

族智慧与文化底蕴有更全面的认识与感悟。

（二）初中语文教学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责任与担当

语文这门基础学科肩负着传承文化的重任。初中

阶段正是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养成的关键阶段，语文教

学要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教材资源，使学生能够在

字里行间欣赏到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神奇。

比如课本里的古典诗词和文言文就是传统文化里

的珍品。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古人智慧，情感，价值观

等，让传统文化植根于学生内心。教师在讲授《出师表》

时，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字词和语法，更要引导学生感受

诸葛亮的忠诚和担当，体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

神内涵。

同时语文教学也不能囿于课堂与教材之间。教师

要举办形式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

演讲比赛，手抄报展示活动等等，使学生能够在切身感

受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喜爱。再者，发展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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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文化之批判性思维，亦为教学中之重要课题。让

同学们在继承的同时，能结合时代背景对传统文化加以

反思与革新，从而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机。

综上所述，初中阶段语文教学期间，老师要对中

华文化精髓进行深度挖掘与传播，使学生能够深刻认识

与感悟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使其在学习

过程中不断汲取与感悟中华文化智慧，进而养成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喜爱与崇敬之情，唤起民族自豪感。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语文教学的实践

策略

（一）以经典诵读提升学生传统文化感知

经典诵读是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一种重要

策略，其教育意义是多重的。它能让学生通过反复吟诵，

深刻领会传统文化特有的韵味与深邃魅力。经典作品中

的律动，韵律以及用词之妙都是通过诵读来突出出来的，

这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感以及提高对词语的敏感性

与驾驭能力。同时在诵读过程中可以使学生沉浸在作品

中创设的气氛与情感世界中，深刻领悟作品中所蕴涵的

思想观念与文化内涵。并且，经典诵读可以锻炼学生专

注力、记忆力等，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哺

育与浸染，进而继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教学时老师可指导学生背诵《孟子》经典篇章。

例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屈服，这就是

大丈夫的形象。”通过反复吟诵，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孟

子对人格尊严、道德操守等方面的坚定信念。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反思，现代社会怎样坚持这种大丈夫精神。

又如诵读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

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

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同学们在吟诵

中能够感受诗人所刻画的清新、自然的山水画面与恬淡

闲逸的生活情境，领略到诗人对于山水田园之爱与归隐

生活之渴望。教师在教学中可允许学生讲述他们通过诵

读想象出的图画来深化对诗的意境理解。

再如诵读经典古文《醉翁亭记》,“野芳发暗香、

佳木秀繁阴、风霜清高、水落石出、山间四时。”同学

们在有韵律的吟诵下，似乎可以沉浸其中，领略醉翁亭

四季风光变幻之美。老师通过对欧阳修生平经历及创作

背景的介绍，有助于学生了解课文中作者所寄托的与民

同乐思想情感。

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多样的经典诵读，可以让同学

们更能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厚底蕴与无

限魅力。这些做法在丰富学生精神世界的同时，还促进

了学生文化素养与审美情趣的提高，让学生对本民族文

化传统有了更多的喜爱与珍惜。

（二）借助情境教学渗透传统文化元素

情境教学就是把知识融于具体情境中，从而强化

学生学习体验与领悟的一种高效教学方法，初中语文教

学借助情境教学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渗透教学，它可以

打破传统教学中枯燥乏味和抽象的现象，使学生沉浸在

传统文化魅力之中。通过设置生动逼真的场景，可以刺

激学生多种感官，调动其学习兴趣与热情，让学生更积

极地去探究与感悟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意义。同时情境

教学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发展，促进学生对

于传统文化综合感知能力的提高。

当教师教授经典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时，他们

可以巧妙地利用多媒体技术，使学生进入一个宛如人间

仙境的学习环境。通过呈现描写桃花源美丽自然风光的

系列照片、录像，使同学们在视觉上体会这里的静谧、

和谐。同时，配上柔和的古典音乐进一步渲染场景，使

学生似乎能聆听到淙淙的小溪声，小鸟的欢唱和花海中

的呢喃。这种氛围营造使学生仿佛跨越了时空，真真切

切地处在那与世隔绝，环境优美的桃花源中。在这种令

人陶醉的背景下，他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的壮丽景色，这也使他们对古代人们对

理想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教授《木兰诗》的过程中，教师可设计出一系

列别出心裁的活动，比如组织学生角色扮演等。同学们

穿着古风服饰，从身体动作，语言表达以及丰富表情等

方面，再现了木兰为父参军的豪迈场面。这沉浸在其中

的经历不仅能使学生更直观的感受古代女子大无畏的胆

识与深沉的责任，还能使他们与古代军旅文化亲密接触

与了解，体味那种特殊的时代精神。

在对古诗词进行诠释的过程中，老师能够通过形

象的语言描述、情景再现等方式把学生引入到诗人创作

的场景中。如在解释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

课时，教师可建构中秋佳节、亲人相隔的感情气氛。使

同学们在这一设置下，领略到诗人对亲人深切的怀念之

情和人生无常命运多舛之情。

透过这些情与景的教学方式，传统文化的因素已

经不是高不可攀，冷冰冰的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能

打动人心的经历。这种教学手段不仅能有效丰富学生精

神世界，更能激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爱好与喜爱，推

动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

（三）利用写作训练传承传统文化精神

写作训练这一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对于继承传统

文化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可以通过写作把

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受梳理出来并表达出来，

从而加深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写作训练可以发展

学生思维能力与创新意识，让学生从一个独特角度解读

传统文化内涵。同时，作文也能唤起学生与传统文化产

生感情上的共鸣，提高学生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责任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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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后，

教师可通过设计写作练习来引导学生运用自己的文字勾

勒出心目中了解的端午节情景。同学们的这篇文章也许

能勾勒出一个粽子包好后，一家人围得水泄不通、分工

明确、温馨和谐的情景，从这一情景中体会亲情的热烈

与珍贵；他们也有可能描述，在观赏或参加龙舟比赛的

过程中，大家团结一致，默契配合，从而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和力量。通过这种写作实践使学

生在传承与弘扬端午节传统文化习俗的同时，也传达出

蕴含在其背后的家庭观念与团队精神，对其成长具有深

远意义。

同理，学习了古代文人墨客爱国诗篇后，老师也

可布置“爱国之情”这一题材的作文。学生在作文中可

能引用岳飞“精忠报国”这一典故来抒发对爱国志士的

敬仰；还可能结合社会现状与事例来说明新时期爱国具

体体现。这类写作训练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切地感受

古人爱国之情，而且可以引导学生把这一情感融于自身

价值观与行为之中。

类似地，理解“诚信”这一传统美德后，老师也

可让学生就“诚信”写议论文。作文时，同学们不妨引

用“一诺千金”这样一个经典典故来深刻说明诚信的意

义，以继承并发扬诚信这一传统美德。通过这种写作训

练可以使学生对传统文化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与领悟，

促进其文化素养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从而为其个人成长

与今后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四）开展文化专题活动增强文化体验

开展文化专题活动，是提升学生文化体验的一项

有力措施。这类活动可以突破课堂教学的限制，给学生

一个更加宽广的文化探究空间，经过亲自参与，可以让

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神奇之处，并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与喜爱。同时文化专题活动也有利于学

生团队协作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有利于

学生的全面成长。

学校可精心筹划和举办一次独特的“诗词大会”,

使学生以团体方式参与到此次诗词知识竞赛中来。该活

动既包含诗词背诵又有诗词赏析、诗词创作。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既可以积累丰富的诗词知识又可以深刻了解诗

词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情感表达。他们能欣赏古

人之智，体会诗词之妙。学校也有机会组织“传统戏曲

走进校园”的活动，邀请有经验的戏曲表演者到学校进

行演出，并教导学生掌握基础的戏曲唱腔与动作技巧。

学生在亲身体验中，能够了解戏曲的历史渊源，艺术特

点并体会它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他们既能领略演员的高

超技艺，又能切身感受戏曲带来的快乐。学校还可开展

“传统手工艺制作等”, 例如剪纸和陶艺。学生在亲自

动手操作过程中能够领略到传统手工艺精湛的工艺及其

所蕴涵的匠人精神，提升了传统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他们能自己动手做出精致的工艺品来体验传统文化带来

的神奇。

这些文化专题活动使得学生们在实践活动中得到

了丰富的文化经验，也使得传统文化能够实实在在地融

入到自己的学习与生活中。他们能够通过亲身体验对我

国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喜爱并继承。这类活动

在丰富学生校园生活的同时，还能培养其文化素养、审

美能力等，从而成为素质全面的人。

结束语：

总之，本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

学中的有机整合进行了深入探究。从二者的互补到具体

的实践策略都有综合的说明。通过这一整合，可以促进

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坚定文化自信并养成

良好品德及审美情趣。教师正在更新他们的教学方法和

观念，以更有效地指导学生继承文化，从而提高教学的

质量。相信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能够在初中语文教学当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芒，推

动教育发展和文化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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