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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脊梁，也是我国的文化财富。我国教育快速发展，对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工作也越来越重视。有效结合

传统文化教育和小学教育，从而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弘扬传统文化。本文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究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传统文化教育的导

入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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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传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

民族发展的基础。在新课标中已明确指出，要培养小学生的人文素养和

思想品质。小学语文和传统文化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有效结合两者，从

而更好的推动语文教育发展。 

1 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作用 

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于完善自身的道德品质，小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教

育是指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让学生能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优

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小学课堂的学主是以读音识字、写作、

阅读作为主要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但是学生在学习知识

之前，需要先学会做人，养成正确的行为观念，通过合理有效的指导方

式，应用传统文化，发挥出文化熏陶的作用，影响到学生的行为习惯。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尊师重道、谦虚敬爱的品质，比如程门立雪，孔融让

梨等，此些典故均能够养成学生良好的品性。我国的传统文化诗词、文

言文有着极高的价值和人生意境，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时，能通过别样

的审美趣味以及坚定的爱国情怀，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也能够提高

自身的语文素养。 

2 提高小学生的思想品德和文化修养 

传统文化经过时间的沉淀，岁月的流逝，仍旧是历久弥新。传统文

化重视于提高个人的思想品德，在小学教育中，科学教育有着重要的作

用，但是也需要重视人文教育，我国传统文化指的便是人文教育，人文

教育指是指培养道德品质。我国传统文化包含的都要丰富的哲理，比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道德品质，此些品质经过岁月的蹉跎，反而

绽放出别样的光芒。在小学教育工作中需要渗透传统文化，将其作为道

德教育的导入点，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 

为了有效使用传统文化教育内容，需要学校教师对传统文化有着正

确的认知，教师需要合理使用传统文化。在实际教育中，教师需要先提

升自身文化素养，紧抓课堂时间，填充传统文化知识。比如在《人之初》

的课文中，三字经在我国属于启蒙教材，是让学生背诵和写作素材。但

是在新课标中，教师需要深入挖掘文化价值，一方面要让学生学会课文，

了解内涵，一方面要让学生理解文意，通过故事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品

德和素养。 

3 领略诗词中的传统文化美 

在语文课堂中，需要加强阅读训练，读书法，有三道，心眼口，信

皆要，在阅读时需要专心致志，恭恭敬敬，学生坚持不懈的朗读诗词文

言文，从而领略到真正含义。在熟读之后能够领悟其内涵，某些古诗词

在情节语言上均有利于学生鉴赏和审美。比如在小学的《村》中，此首

诗的诗情画意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同时古诗朗朗

上口，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古诗词属于

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财富，在学习古诗词时，需要对学生开展情感教育，

比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或者是《示儿》的中，均表达了作者的爱国

之情，教师在课堂上需要先让学生掌握诗句和时代背景，然后感受诗人

的爱国情感，从而教导学生热爱祖国，长大后为祖国的发展奉献一份力

量。 

4 加强传统文化内容，整合课外读物资源 

在语文教学中，需要扩大传统文化的讲解范围，从而让学生和传统

文化间的距离缩减。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能力，在《大自然的声音中》，文章体现了大自然的美，同时描述的风

水和动物。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先让学生想象有关描写自然风光的诗词，

然后扩大传统文化的讲解范围。在《司马光》的文章中，教师一方面要

讲解生词和注释，一方面需要讲解司马光的聪明睿智，鼓舞司马光的善

良和勇敢。同时对司马光的相关知识进行扩充，让学生认识到司马光的

能力，从而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国学习传统文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提高语文素养也需要

日益的累积。教育环境的改善为学生创造了更多语文阅读途径，学生整

合传统文化资料的能力差，课堂接触资料有限，教师在优化课堂上需要

整合课内外的资源，拓宽语文教育课程。在《寓言二则》中，教师通过

亡羊补牢与揠苗助长，延伸学习的范围。通过守株待兔、杯弓蛇影等文

章，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意义。在学习的氛围中有效结合传统文化

元素，让学生展示学习成果和学习感受，通过黑板画的形式展现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改善整体环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课堂中，需要培养学生多方位发展，培养学

生的道德素质，在实际教学中加强渗透传统文化。语文教师需要将传统

文化灵活穿插在课堂中，有效整合资源和方法，让学生感受到文化之美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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