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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中国文化传承背景下的小学语文教学 
◆王玉凤 

（简阳市江源镇红旗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641413） 

 
摘要：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凝结了诸多传统文化和智慧，在新课改

素质教育推行下，学校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影响，而

语文教学肩负着相当大的责任。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当中，教师不再以

教材内容为唯一，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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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学中，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内容是以教材为主导
的，主要是帮助学生获取基本的文化知识。随着新课改的进行，
我们发现语文教学不仅是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授，还要带给学生文
化的熏陶以及精神层次的积淀。而中国传统文化走过了历史的长
河，拥有丰富的内涵和非凡的意义，学习传统文化是激发人民民
族自信心、自豪感以及归属感的最好途径。因此在小学教学中，
教师要与时俱进，积极拓展教材上的内容，促进学生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带来，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认为科学和互联网技术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东西，从而忽
略了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新课改下，教师也逐渐开始重视将知识
与现实生活结合，但却忽略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这就
造成很多学生从小就觉得古文、古诗枯燥乏味，失去了学习的兴
趣，这样就更加体会不到传统文化的精髓。事实上，无论是从现
实意义还是从文化传承角度考虑，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
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五千年文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
的精神支柱。小学阶段是学生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
观的重要阶段。学生们的自我观念基本是在这一个时期形成的，
因此要重视对小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
民族自豪感及爱国情怀。这就需要教师在语文教学中把握教育基
本方向的同时渗透进传统文化。 

其次，在小学阶段，学生无论是知识的储备还是对整个世界
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而中国文化经历了五千年的历史沉淀，蕴
藏着丰富的故事及有趣的知识，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就能够逐渐地拓宽视野，丰富他们的精神层面。因此小学语文教
学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探索。 

首先，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从简单的识字开始。如果仔细研
究，我们会发现，中文中每一个汉字都拥有丰富的内涵。教师可
以在识字环节运用多媒体手段，解汉字的来源及相关的文化背景
等，这样不仅能够让课堂活起来，也能够提高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的兴趣。例如“家”字，它是会意字，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宀”，
表示与房室有关，最早的房子是用来祭祀祖先或家族开会。下面
是“豕”，中国书法即野猪，野猪是比老虎、熊还危险的动物。
在古代野猪是非常难得的祭品，所以最隆重的祭祀是用野猪祭
祀。简单的讲解我们就会发现汉字的妙趣横生的地方，此外教师
可利用多媒体视频播放相关故事视频，活跃课堂，调动学习兴趣，
加深学生对此“家”字的理解。 

其次，课本仍是我们教学任务中的主要内容。学生使用的语
文教材虽然有诸多的版本，但都是在学生发展现状以及教育基本
纲要基础上制定的，从内容上看都强调了基础知识以及传统文化
的学习。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多有涉及，尤其是古文、古诗词的
学习。如王安石的《元日》一诗，是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诗篇，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讲述各地不同的春节习俗，体会春
节团圆的思想。还有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关于重
阳节的诗篇。除了思乡之情，教师还可以将诗中登高、插茱萸的

习俗与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重阳节的习俗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
现，在发现中积累。除了上述的两个古诗，小学课本中还选用了
李白、苏轼、杜甫等的作品。让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的同时体会
诗人所处的年代和环境，感受使人在诗句中蕴含的爱国情感。在
神话寓言故事的学习中， 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传
说，让学生体会到了神话中的英雄及他们身上的品质，同时对穿
越历史长河逐渐形成的民族精神有一定的感悟。教师要做的不仅
是对课本内容进行讲解，同时也要能够对知识进行拓展迁移，才
能够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 

最后，文化并不是只存在书面上的东西，它是真正来源于生
活并经过提炼的一种符号与烙印。因此要想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
文化的内涵，就要积极地开展实践活动。小学阶段，学生普遍活
泼好动，善用直观、形象化的思维方式。根据这一特点，教师可
以在传统文化节日的时候开展适合小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例
如，在清明的时候外出踏青，了解清明祭祖扫墓追思的传统习俗，
聆听介子推的故事；在重阳节的时候参观敬老院，让学生自觉帮
助老人，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道德品质等。在端午节的时候了解
各地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同时搜集爱国诗人屈原的相关故事
并进行学习交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每一个延续下来的
节日都跟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让学生在节日的氛围里体会文化的
魅力与精髓，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语文的学习并不像数学那样有一个简单明确清晰的过程，它
需要个人有丰富的经历且能够投入一定的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小学阶段古文及古诗词的学习一直都是一
个难题。如果教师能够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主
动性，就能够利用现代汉语体会古典语言的魅力，同时在学习古
诗词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现代汉语的演化过程，感受语言、文化
的魅力。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文化是民族自信心的体现，随着国
家对新课改的推行，语文教学不断创新，在关注与时俱进内容的
同时也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学生语言能力、文化素养的培
养。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当中，教师可以从每一个细节出发，立
足教材内容，同时对教材进行深度发掘，将文化的学习拓展到实
际生活当中，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学习基础知
识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以及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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