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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效优质教育模式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作为高中生，平时课业压力大，语文教师在教课时，更多的关注
点在如何提高学生成绩上，并不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导致学生对自身的建设越发忽视，致使文化素质缺失。基于以上弊端，笔者根据多
年语文教学经验，表述在语文授课时，如何找取切入点，更好的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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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让学生快速理解知识

点，更好的在考试中得分，导致学生只会基础内容，对课文中所蕴含的

深层传统知识并不了解[1]。作为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语文课堂忽视传

统文化，实属不该。本文从现存问题出发，对重视传统文化做必要阐述，

最后针对问题提出策略，希望可以为高中语文教学，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 

1 根据课堂实况，分析现存问题 
根据笔者实践经验，目前的高中语文存在教学弊端，如教师在讲解

古文时，只是要求背注释，并不进行过多课外拓展，导致学生只知考试

要点，却不理解深入知识，即使学生进行提问，教师只强调应试要点，

并不关注文化的深意。长此以往，学生思路僵化，无法满足目前发展需

要，更无法提升自身的能力，最终被社会所淘汰。 

2 据实分析，语文课堂渗透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2.1 语文学科自身特点决定 

作为中国学生，在从上小学开始就需要用语文知识来解决各种问题，

如我们需要通过语言理解数学题干，读懂考试要求等。由于语文自身的

广泛应用性，如果不能很好的渗透传统文化，会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理解只存于表面，甚至在解题时，出现不解题意的现象，束缚学生的进

一步发展。 

2.2 语文是传播文化的绝佳途径 

在传统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师对于传统文化，只持更好地理解知识

点的态度，并不会对涉及文化进行深入讲解。但是语文作为一生都要探

索的学科，如果教师无法在高中的关键阶段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则会导致学生文化素养缺失，对于传统文化出现抵触心理，影响学生全

面发展。 

3 突破传统文化渗透到语文课堂的关键举措 
3.1 还原古文情境，提高传统文化感悟力 

根据目前的高中古文教学现状，教师在材料讲解时，对于古文情境

和古文中蕴含的内涵并不注重，致使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悟力低下，不

能很好的对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分析。因此，教师应该根据古文中的情境，

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对古文深意进行联想，帮助学生通过课堂活动加深理

解，在活动实践中，让学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感悟，更好的提升自

身文化素养。 

如在进行《师说》教学时，教师可以首先根据课下注解，帮助学生

进行整体思路的梳理，让学生体会作者韩愈对于尊师重道的重视，虽然

当时门第观念严重，但韩愈却反其道而行，当学生求教时，不吝言辞的

对学生问题进行讲解。 

在分析完课文内容后，教师可以根据课文，将学生分为学习小组，

对作者思想进行揣摩，同时要对学生的思路进行指导。在思考结束后，

教师创设“如果我是老师，我会怎么做”互动活动。在指导下，学生进

行“现代版”和“古代版”课文演绎，“现代版”要求用白话文进行演绎，

学生角色要向教师角色询问问题，问题以“如何才能真正的成为解惑者”

展开；“古代版”也是如此，但是充当教师角色的同学，需要按着《师说》

所表达的思想进行演绎，感知作者创造心境，更好体会作者的授课之道。

通过不同情境的对比演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在参与的过程中，

更好的加深对文化的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积累。 

3.2 结合网络，深挖传统节日深度元素 

由于中华文化深厚，节日众多，在节日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传承的重

视，和优秀文化的积淀[2]。但是由于信息纷杂，学生对于节日背后的深

刻内涵不甚了解。因此在授课时，教师要善于利用多媒体，通过其延展

性，进行拓展式教学。在讲解课文时，通过网络拓展，结合时事，帮助

学生更好的结合时政要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意，更好的维护传统文化。 

例如在进行《离骚》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对课文的讲述，普及端

午节的来源，并讲述屈原的人格魅力和纪念他的原因。在讲解后，教师

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知识拓展，播放相关视频。作为传统节日，对于端

午节是否是纪念屈原，各位名家众说纷纭，通过播放不同观点，引发学

生的思考，在视频观看结束后开展“尊重传统文化，我眼中的端午节”

谈论会，让学生自由阐发观点，可以是对节日来源的探讨，也可以是对

节日风俗人情的普及。在讨论中，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加深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深度感悟。同时，教师还可以将时事和节日相结合，如针对韩

国对端午节的申遗事件，开展对优秀文化保护的探讨。作为高中生，应

该对传统文化持有何种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行动，自己可以做

些什么，如何去感染别人。通过不断探讨，让学生的知识不止停留在课

堂，而是更好的应用于生活。 

3.3 多层次阅读优秀国学，开创文化阅读新角度 

俗语有言“万石谷，粒粒积累；千丈布，根根织成。”对于传统文化

的学习也是如此，只有不断的增加文化积累，才能实现传统文化和课堂

的完美契合。所以，鼓励学生阅读名家经典是必要的。因此，教师可以

开展国学阅读活动，进行多角度引读。如在阅读经典作品《红楼梦》时，

教师根据平均水平，设定每周的阅读量；为了保证学生的阅读进度，可

以每周举行阅读讨论会，在会中，学生可以大胆的探讨对书中情节的看

法，并提出独特观点，教师要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点评，增强学生的信心。

在全本阅读结束后，可以再现书中的情节，模拟书中的诗会，创设不同

的主题，如“思乡”和“田园”主题，在班级开展小型诗会，让学生通

过诗会，更好的认识中国的优秀文化，在阅读名著知识的同时，也加深

了对中国诗歌的理解。 

4 结语：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和高中语文教学融合是十分必要

的，作为文化载体，语文教学十分重要。做好文化融合，可以促进学生

成长，帮助学生进行精神升华，也让高中教学更符合当前需求，让学生

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唤醒学生自觉担当文化传颂者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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