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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进行研究，分析了传统文化融入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并从趣味课堂、教学过程以及课

外拓展几方面，提出了合理的渗透策略，旨在为相关教研人员提供理论参考，不断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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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对学生学习发展起到

积极作用。随着教育改革发展，对初中语文教学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为了进一步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果，需要教师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与

语文教学的关联，加强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增强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了解，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1 初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意义 

教育改革发展促使教育教学理念也发生了转变，以传统应试化教学

为主的教学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教育发展的需要，尤其在初中语文

教学中，语文教学是教育阶段的基础学科，是学生学习其他课程的前提，

需要教师从语文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抓起，不断为语文教学注入新

的内容。而中华传统文化作为艺术瑰宝，将传统文化渗透初中语文教学

中，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有助于学生受优秀传统文

化的熏陶，形成正确的思想品格，对于学生学习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

实际应用中，传统文化渗入语文教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

传统文化自身发展。学生通过语文课堂学习，了解传统文化，能够增强

学生的文化自信，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对语文教学

改革发展。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有着紧密联系，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

融入传统文化，通过讲述传统节日、民间故事、历史文化等，加深学生

对语文知识的理解，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质量，对于语文教学改革发展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策略 

2.1 利用趣味教学课堂渗透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内容不够丰富，且教学形式比较单一，导致学

生缺少对语文知识的学习兴趣，进而影响到语文课堂教学进度和教学效

率。对此，需要教师活用语文课堂，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将传统文化合

理融入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巧妙运用多媒体等教学辅助工具，构建情

境教学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尽快融入到课堂学习中，

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如教师在讲授鲁迅的《社戏》这篇课文时，由

于鲁迅的文章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理论性，学生从字面上难以理解课文

的深刻含义，对此，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播放《社戏》影视剧视

频，使学生在观看视频过程中把握文章的主旨和思想内容，了解特定时

期的社会文化。此外，教师可以通过讲述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传统故事，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如在讲授琦君的《春

酒》时，教师结合春节这一传统习俗，引领学生分析作者的喜悦之情，

并以提出问题的方式，调动学生参与语文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了

解传统文化，掌握多种表达方式的运用技巧。 

2.2 注重课堂教学过程渗透 

初中语文教学在培养学生文学素养和思想品格方面十分重要，要求

教师注重语文课堂教学过程，明确教学目标，合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

做好各个环节的教学工作。在传统文化渗透语文教学中，需要教师把握

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之间的联系，将传统文化巧妙引用到语文课堂教学

环节，通过引导学生诵读诗词、阅读写作，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培养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例如：

教师在进行诗经两首其一《关雎》一课教学时，可以结合特殊的时代背

景，讲述古代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理解诗词的

含义。为了加深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教师可以拓展课外知识，引用

《西厢记》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进行对比分析，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升语文课堂教学效果。 

2.3 采用课外阅读方式渗透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未免不影响到教学进

度，需要教师为学生规划合理的课下学习时间，而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开

展课外名著阅读，是实现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有效融合的重要方式。教

师在培养学生传统文化修养和语文素养方面，可以结合学生学习实际情

况，拓宽学生阅读层面，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古典名著和文化古籍，在这

一阅读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知识含量，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

同。例如：教师在课堂上讲授《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因课文内容选

自《水浒传》其中一节作为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但学生单从这一章

学习并不能完全理解名著所体现的道义和精神，教师以布置课下作业的

方式，引导学生阅读古典名著，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优秀精神内涵，

形成正确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品格，同时，通过阅读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

强化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能力，发挥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

透作用。 

3 结论 

传统文化渗透初中语文教学中，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对语文知识及传

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而实现这一

教学目的，需要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渗透方法，通过

引导学生诵读诗词、阅读写作等方式，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及语文知识

的理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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