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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传统文化一直以博大精深深受世人赞扬，为防止本土文化与精神被世人所遗忘，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小学语

文教学应发挥自身作用，落实“文化传承，从小做起”的理念。本文通过分析传统文化融入小学阶段语文教育中面临的困境，探索传统文化

融入小学阶段语文教育中的有效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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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文化融入小学阶段语文教育中面临的困境 

1.1 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内容兴趣不足 

在小学语文教育层面，教育者更为注重学生是否可正确背诵，以及

在默写中避免错字漏字，由于这一能力与考试成绩正相关，成为考核学

生能否把握教师所讲内容的唯一标准，关于学生对于知识自身学习兴趣

则极少关注。这样强制性地要求小学生机械性记忆使教育过程显得枯燥

乏味，长此以往，学生便会对语文知识的学习缺失兴趣，甚至会使学生

形成排斥心理。例如在小学古诗词教育中，语文教师考虑小学生知识及

文化水平较低，常常将诗词逐句乃至逐字翻译和解释，但针对诗词内容

的整体鉴赏层面却十分稀少。在古诗词教育目标层面，语文教师更为注

重学生对于诗词内容大意的理解、核心思想的把握与课下背诵与默写。

古诗词作为色彩丰富的画卷，教师若将每一部分分离解释与鉴赏，忽略

了对于诗词整体性的掌握，学生则无法清晰地看到诗词表现的优美画面，

想象力也会受到限制，长久以来便会认为古诗词知识学习枯燥乏味。 

1.2 语文教师文化素养仍需提升 

现阶段，多数教师知识架构单一陈旧、知识水平较低，与时代和社

会发展严重脱节，仍旧秉持凭借以往经验与知识且放松懈怠的心态进行

教育工作，对于终身学习观念并不具备行动力，对传统文化融入小学阶

段语文教育中的方法研究也弃之不理，导致学生在实际育人工作中难以

获得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古诗词教育中，因教师个体文化知识以及诗

词素养不足，致使其在语文教学中欠缺对于文本内容的解析，难以精准

掌握诗词情感及意境，往往在诗词鉴赏教学中一带而过。因而，语文教

师个体文化素养十分重要，需要长时间积累，在学习过程中持续加强文

化素养。 

2 传统文化融入小学阶段语文教育中的有效策略 

2.1 创新教育模式，激发学生兴趣 

语文教师应创新语文教育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应高效运用新时代

现代化方式，创设传统文化教育情景，为学生创建优质的学习氛围，激

发小学阶段学生对于传统文化以及语文知识的学习积极性，依据小组合

作方式，主动引导学生进行探讨，并利用角色扮演以及分角色朗诵等方

式，引导学生参与到语文知识学习中，使得学生在团结协作的环境中掌

握教师所讲内容的深层含义，促使学生在合作学习中，依据掌握的知识

含义，落实对知识进行记忆的学习目标，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针对详细问

题要正确引导和解惑，提高学生群体发散性思维与知识探究水平，这对

学生日后生活及学习具有重要意义，还可调动学生群体对于传统文化的

了解和学习热情及兴趣。 

2.2 开设特色课堂，呼吁学生主动探究 

由于小学生具有较强的好奇心，语文教师应抓住这一特征，通过相

应教育方式吸引学生注意力，依据教育需要开设具备特色的语文课堂，

引导小学生积极展开探究学习。例如在古诗词学习中，教师可为学生进

行分组，将资料查阅作为课下作业进行布置，在课堂教学中组织比赛活

动，从而使学生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语文课堂中获得较大收获。在王安

石《元日》的诗词学习中，教师可融合当前小学生喜爱的圣诞节展开教

育，借助辩论赛的方式，将语文课堂布置为语文辩论赛现场，使学生在

强烈的辩论中比较知识背后蕴藏的传统文化，从而引导学生热爱我国传

统节日。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轮流担任小老师组织课堂教学，教师应加

以指导纠正，使学生积极参加课堂学习。 

2.3 加强语文教师文化素养 

身为小学语文教师，应为学生起到示范与榜样作用，在教育他人时

应保证自身拥有德才兼备的优秀品质。因而，语文教师个体文化素养与

教育成败呈正相关，也与学生文化素养养成息息相关。一方面，教师应

善抓教学。在教育实践中应具备抓住重点的能力，指引学生由基础的发

音、断句、情感与押韵作为着眼点，进而吸收消化知识内容。教师应重

视引导学生在文化层次、思想层次以及情感层次的二次创造，从而引起

学生对于文本实施深度的思考、解析与应用，从而使学生摆脱对于文本

内容的诸多限制，感悟知识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善于朗诵。

朗诵与说话有所不同，其不仅要求把握精准的吐字发音、语句停顿以及

语速语调，还应精准还原朗诵作品蕴藏的思想情感，发掘融入在其中的

传统文化精髓。善于掌握教育目标。 

3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课堂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对小学生群

体身心发展拥有深远影响。语文教师若想将传统文化切实融入小学阶段

语文教育中，应基于自身文化素养、教育方法以及教育模式等层面入手，

调动学生传承与学习传统文化意识，激发其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为学

生日后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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