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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涉及到大量古诗文，这些古诗文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初中语文传统文化教育非常重要，本文通过以初中古诗文教学作为案例深入分
析初中语文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策略和方法，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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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大报告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

学习，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而且也能够弘扬我们中华民

族的优秀文化，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从

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初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学习兴趣因素 

1.1.1 教师缺乏对古诗文教学的准确定位。古诗文凝结着我们祖先

智慧的结晶，即便是在当今社会，我们仍然从中不断汲取着治国方策和

人生智慧。而我们的部分初中教师在进行古诗文教学时，却没有帮助学

生对古诗文背后所隐藏的深意进行分析，导致学生无法准确的理解古诗

文。 

1.2.2 语言差异造成的阅读障碍。因为古诗文大多数都采用文言文

的形式，与现代语言差异较大，有些篇章不仅晦涩难懂，而且理解难度

较大。而不少学生的语文素养不高，语言功底较差，缺乏自主学习的能

力，导致对古诗文的理解更加困难。 

1.1.3 教学手段单一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为大量的古诗文

要求背诵，所以，部分教师在没有讲透难点的情况下，就让学生进行背

诵，导致学生记忆起来更加困难。很多学生在学习古诗文的过程中感受

到的不是语言和文章的美，而是痛苦。 

综上所述，导致学生对古诗文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1.2 观念落后和功利色彩因素 

1.2.1 教学观念落后。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传

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教师往往只注重让学生对陌生字词句、重点语句的

含义进行分析和记忆，对于写作背景、宏观文化背景下该文章的地位和

作用重视不够，导致学生对古诗文难以进行全面的理解，造成古诗文传

统文化教育效果不理想。 

1.2. 2 传统文化观念淡薄。在教学实践中，有不少教师在进行古诗

文教学时，传统文化渗透的意识淡薄。教学中对于古诗文中所涉及的传

统文化知识和传统的美好情感关注不够，忽略或者故意忽略古诗文中承

载的传统文化。 

2 初中古诗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策略 
2.1 创设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初中生思想与心智尚不成熟，所以，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初中语

文教学中，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提高学生的

思想道德水平。 

在开展语文古诗文教学时，首要任务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

生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之中。例如，在讲解《诫子书》这一课时，教师

可以通过介绍写作背景——“54 岁的诸葛亮临终前写给自己 8 岁的儿子

诸葛瞻的一封家书”来创设良好的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

习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有关诸葛亮的图片、视频、生平文字

介绍等内容向学生进行展示，向学生介绍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一生的背景故事，让学生感受到我们祖先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和浓厚的

家国情怀，从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梳理句

段，让学生发现该文对仗工整，音韵和谐的语言特点，以及短小精炼，

警句迭出的精彩的语言表达。从而感受到古诗文的魅力所在，吸引学生

学习古诗文的兴趣。通过这样的方法既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可以

提高课堂的教学气氛，帮助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2.2 加强诵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真正开始学生教育的初始阶段，加强古诗文魅力的颂扬和宣传，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会起到促进作用。由于古诗文在语言上具有丰富的

韵律，通过平仄音调抑扬顿挫的吟诵，更能够帮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形式美。例如，在讲解《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这一首诗

时，教师通过让学生对课文内容进行反复的诵读，并且配上慷慨激昂的

音乐，让学生感受到“沙场秋点兵”这样的雄壮气势。在读顺、读懂、

读通这样螺旋式的反复诵读之间，教师还可以穿插进对“上马能杀敌，

下马能作文”的文武双全的辛弃疾的生平介绍，以及对文中重点的字词

句进行深入剖析，这样既能帮助学生感受辛弃疾内心的复杂变化，又能

让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形式产生深刻的理解，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2.3 开发资源，在传统节日开展语文实践活动 

传统节日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春节、上元节（元

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都是中华传统

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结合民俗文化教育不仅可

以开拓学生的知识面，而且也可以帮助学生对古诗文进行深入了解。例

如，在春节过后开学时，补充一首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把学生观

元宵节灯会的新鲜的亲身经历与古老的诗文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回忆现

实中热闹的上元灯会与遥想千年前的上元灯会之盛况中进行时光穿梭，

亦能借此渗透传统文化教育，还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一举数得，何乐

而不为呢？在课堂教学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学生感兴趣的内容

进行深入挖掘，通过自身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提炼与总结，确保学生学习

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3 结束语 
通过家校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平台，增强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开展课堂教学时，亦可通过异质合作小组成

员之间的互补互动，促进知识快速积累吸收。总之，在初中古诗文教学

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任重而道远。如今只是做出一点尝试，仿若才露

尖尖角的小荷，正期待更多的同仁加入到研究的行列，以迎来荷香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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