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德育课教学的实践探究 
赖细琴 
广州市花都区秀雅学校 
DOI:10.32629/jief.v2i11.2430 

 

[摘  要] 当前初中生的年龄特征，虽然具备一定的思考分析能力，但是心志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不良影响，所以在初中阶段对学

生进行品德素质教育尤为重要。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起着积极良好的作用，把德育教育和传统文化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让

良好的传统文化高效的融入到初中生的德育教育中是当前教育事业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对传统文化融入德育教育进行深入分析，给出了一

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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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体现。当前党和国家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中之重的

任务。学校是传承和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课程变革

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条件，也是达到教育目标的关键。因此，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建设迫在眉睫。由此可见，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学校教育的实践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不断研究的目标。 

1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介 

优秀的传统文化，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就包括了语言方式和

地区风情以及思想认识等方方面面。也是大众普遍认同的道德行为规范，

良好的价值体现。在教育部下达的 新文件中特别指出，要强化对新时

期下青少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教育，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家国

情怀教育和社会关爱教育以及人格修养教育作为学生学习的重点目标；

使青少年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的人格，切实提升中学生的政治水

平。 

2 在初中德育课堂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法 

2.1 把良好的传统文化资源编入到德育教材中 

教学必须要依靠教材，可以把许多良好的传统文化充分汇集在一起，

让其成为拥有时代背景的德育教材，通过批量印刷的方式，在我国各个

地方进行推广。内容可以贴近生活，让教材内容更加生动和形象，便于

理解。让学生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在阅读的过程中真实感受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内涵， 终实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2.2 构建健全的校园制度推进校园文化发展 

校园精神文化是指文化观和历史传统以及思想价值三个方面，也是

校园文化的主旨内容，在构建校园文化中努力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可以

进一步提升文化的内涵，更好的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学校的校训里

就可以融入良好的传统文化元素，但是在制定校训时，必须要符合地方

特点，融入本地的传统文化，强化学生对本地的传统文化理解。要想打

造出优质的校园文化环境，就需要制定出规范的校园制度。可以设置一

些规章制度来强化对学校的管理，对学生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在校园

制度中科学融入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构建出更加健全的规章制度，创造出

独特的校园的文化环境。 

2.3 通过教师的科学指导，有效融入传统文化 

在德育课中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重视“知”和“行”的

有效结合。要深入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确保德育教育的教学

成果，学校要积极鼓励广大教师根据时代发展特征，使用创新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理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优化，让德育教育跟上时代

发展步伐。另外，还要重视把“个”和“众”进行有效统合。在进行德

育教育时，教师一定要因材施教，采取个别渗透的方式，有目的性地处

理个别学生的思想道德问题。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教师既要让学生

具备合理竞争的观念，拥有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锻炼学生的

品格和责任感，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

的好习惯，规划好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提高对自身的要求。生命力

和凝聚力以及创造力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教师要强化对周边群众的渗透，

让学生拥有团队互助精神。 

2.4 切实提高初中教师传统文化的素养 

为了对学生更好的传授传统文化教育，就必须先要完成对教师的传

统文化教育和培训工作，使广大教师具备传统文化素养，对传统文化有

一个更为详细和深刻的理解，广大教师要不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让自身成为新时期下拥有良好传统文化素养的教师，更好的引导学生学

习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打造成师生共

同促进，一起学习，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好发展。在传统文化的

学习环节中，学生在记忆力和接受能力方面有着更多的优势，教师要根

据学生这一优势，使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能够取得更好的效

果。 

2.5 构建健全的课程评价机制 

课程评价是评估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学校的发展性评价作为课程

评价体系的重点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课程必须要以培育学

生传统文化底蕴和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为前提，对被评价者的起点和发展

过程进行实时跟踪，对被评价者的差异和发展多样性进行充分考虑，要

定期进行回馈，通过科学的评价促进行德育教育的持续发展。 

3 结束语 

“立足本土和放眼未来”，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国际视野一

直都是学校课程建设的重点要求。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以及环境文化三

方面是重要的融入点，通过这三方面来进一步进行实践探索。在充分实

践的前提下，通过创新的教学方式来实现学习方式的变革，贯彻学生传

统文化素养的培养， 大化的提升学生的学习品质。在教师和学生的共

同努力中，诠释新时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中的新思想。需

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推进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充

分探讨，教育工作者要为中小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贡献自己

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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