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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对于现今民众及领域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育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不仅可加深教育教学的内涵,还能够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化和落实,符合现今时代发展要求。本文将对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探讨,希望对相关从业人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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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学为传统文化

传承提供了渠道和方式,而传统文化的内涵又为教育教学内容予以补充和

说明,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涵盖较多不同类型的文学艺术,这对于学生

对语文知识理解和掌握,语文素养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1 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意义 

小学阶段是孩子重要的启蒙阶段,是学生思维意识、道德观念初具模

型的重要阶段。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知识内涵,一方面可激

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探索欲望,巩固小学生的语文基础,提高语言表达

能力。另一方面在教学和知识探索中,还能让小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

和精髓所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培养学生创造力和思维能力的同时,

完善学生的道德素质,为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2 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措施 

2.1在识字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增大学生单词积累量 

语言文字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现今文字的体现是随着历史的

不断发展演变而来的,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探究价值。在识字教学

中,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可帮助学生快速了解文字的演变过程,在掌握字

形、字音及字义的由来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汉字文化的内涵,增强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 

首先,教师可结合汉字演变历程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如教师可以以

“夜”字的演变历程,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文字发展历史,感受其中的文化

氛围。夜字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属等多个阶段

才发展到现今的楷书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通过多媒体课件的应用,

将不同时期文字的书写方式展现在学生眼前,让学生通过对汉字变化的了

解来感受历史变迁。 

其次,可通过传统文化的剖析来了解文字意义。我国文字的演变不仅

是形态上的变化,还有很多是内涵上的凸显。在识字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文

字内涵的表现,以增强学生的识字能力。如“掌”这个字,就是由“尚”和

“手”两部分组成的,“尚”指的是高尚,“手”指的是手掌,用以比喻,

给人鼓掌的人都是高尚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

生字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品德。 

2.2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古诗词教学中,加深学生的理解 

古诗词作为我国重要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仅体现了古人丰富的知识

涵养,还通过节奏、意境的营造,让学生感受到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以及

创作者的思想情感,让学生通过对古诗词的剖析,了解古人自身,也可对当

时的风景、风俗、时代发展特征、思想品德予以了解和掌握,进而在潜移

默化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品行。 

如《夜书所见》,作者通过对夜间秋景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

全文并未直观阐述作者在异乡的孤独及对家乡的思念,不过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通过诗词的解读来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次内涵,并以此为基础

开展亲情教育,让学生通过对诗词的解读,了解亲情的重要性,学会运用适

当的方式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掌握文中借物喻情的表达手法,进而增

强学生的综合能力。 

2.3借助传统文化开展阅读教学 

阅读是小学语文教学中较为重要的环节,同时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的重要手段。在阅读教学中,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词汇积累,具有良好的理

解及信息获取能力,从而在阅读过程中更好的了解知识内容,达到阅读教

学目标。将传统文化融入到阅读教学中来,可通过对文化背景的剖析,帮助

学生深度分析文章,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例如,《一面五星红旗》这篇课文,教师可利用提问的形式来开展讲解

活动。教师可先让学生收集关于五星红旗的故事资料,之后结合课文,开始

提问：文中主人公漂流失事后面临怎样的处境？面包店老板的先后态度如

何？文中是怎样凸显爱国情怀的？通过这样的问题的引入,让学生深度解

读课文,找出问题答案,并结合收集资料对文中体现的爱国情怀及国际间

的友谊予以分析探讨,树立学生正确的爱国意识及价值观念,以推动学生

的健康成长。 

2.4将传统文化融入到课外实践教学活动中 

小学阶段的教学活动属于初级教育,学习量不大,学生的课余时间

相对较多,教师可利用这一特征,组织学生开展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课

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所在,优化学生的道德

素养。如名人趣味故事活动。教师可让学生利用计算机收集和整理名人

趣味故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学生自主表达,了解更多的名人事迹。还

可利用古诗词朗诵比赛的方式,加强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掌握,在比

赛中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感受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 

3 结束语 

总之,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小学语文教学中来,可有效的提高小学

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知识内容的同时,激发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探索热情,最终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与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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