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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语文的学科教学中，语文的教学目标是以知识能力为主线，通过科学的创新教学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塑造，其中在继承和创

新的基础上，教师应当加强在教学中对传统文化的渗透，提升在教学中对于学生思想价值的培养，在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容易

对学生的思想情感进行深层次的塑造和培养，为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价值的观念，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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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要想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亲切感，教师必须

创新教学的模式，对教材内容进行有效的整合，深挖文本中的传统文化

元素，根据学生的心理认知特点进行针对性教学，将学习和生活相互联

系，立足文本教学，让学生在学习中感知，认知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

加强在教学中的趣味性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知识的学习中不

断进行文化的积淀，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 

1 阅读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在阅读教学中渗

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文思想的抽象概念，因此在教学中，教

师就需要将对于传统文化的渗透和生动的形象相互结合，让学生可以在

阅读教学中建立直观的形象认知，教师可以在阅读中让学生感受传统文

化的表现和体现，通过阅读提炼出文本的关键信息，并且通过自我的认

知语言进行表达和阐述，提升学生对于传统文化从感知到认知的学习。

例如在“祖父的园子”一节中，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对文本的内核

思想进行提炼，在阅读技巧和方法的学习中，逐步塑造学生的情感态度，

教师首先引导学生进行快速阅读，概括组织文本的故事内容，随后进行

细读品味的文章的写作手法和语言表达， 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精读，

将字词句段文进行整合学习，提炼出文本背后所表达的人文思想内涵，

通过生活化的语言表达拉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朗读和诵读，在语言中体会其中的思想情感表

达，提升学生基础能力学习中的文化认知和感知。 

2 角色情境表演，强化学生的认知体验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文本的学习进行学生之间的角色情境表演设

置，将传统的课堂讲学进行改变，通过角色情境表演，让学生走入到传

统文化的学习中，传统文化的学习渗透也要结合当下的发展潮流，转变

为学生更乐于接受的形式进行展现，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可以得到直

观的形象感知，同时在表演的过程中，更能品味传统文化中潜藏的人文

思想，角色情境表演正是利用了学生强烈的表现诉求，以学生喜欢的方

式进行呈现。例如在“草船借箭”的教学中，教师将这段历史故事的背

景和人物进行详细介绍，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分组合作学习，将文本内容

进行分段，找出的其中的背景内容以及人物的对话，从主题内容，人物

刻画，对话设计以及人物心理几个方面，让学生进行整理和概括，随后

进行角色表演，通过语言，动作的表现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于文本思想的

理解，对每个人物角色都有了自己的认知了解。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走

入到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教师可以进行相应的知识拓展，帮助学生深化

对于传统文化语言的认知学习。 

3 情景合一，朗读和诵读中体会传统文化 

古诗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教学的

过程中，教师可以加强对于学生的古诗词教学培养，古诗词一向都是短

小精炼，炼神于字，凝气于韵，情景合一，在古诗词的学习中，教师可

以利用技术媒体，创设相应的情景教学，建立直观的情感体验让学生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炼字成句，情景合一的思想表达。例如在“枫桥夜泊”

的赏析中，古诗的学习较为的晦涩，教师可以播放相应的视频让学生建

立情景感知，然后对古诗进行赏析，了解古诗的以景写情，以无声写有

声的情感表达，引导学生剖析古诗中景物描写，找到古诗中的词眼，文

眼，体会到背后的深沉的家国忧思之情，感悟古诗中情景合一的表达，

在赏析中，让学生体会到传统诗词文化中凝气于韵的表现方式。 

4 实践活动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传统文化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课外的实践，了解生

活中传统节日中的民俗文化，将传统文化的学习从课堂教学走入到实际

生活之中，让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到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例如在“迢迢

牵牛星”的文本内容学习中，教师讲解典故之后，可以引导学生在生活

中进行收集相应的民俗文化资料，了解乞巧节日中的民俗文化，对文本

内容可以有更深的理解和解读，或者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民俗文化中

进行学习，在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开展各异多样的文化活动，来纪念传

统人物的精神品质，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民俗文化的学习中感受对于传

统的继承和追忆之情，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将自己在

实践活动中收集到的民俗文化进行交流分享，让学生可以在交流中加深

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学习，从中秋到除夕，从古诗到民俗，将生活和课

堂有效的融合，让学生可以在生活中更好的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底蕴，

并且通过传统文化培养塑造学生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 

5 结束语 

传统文化的学习是在继承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发展的塑造，在教学中，

教师创新教学方法，将传统文化进行趣味化的教学，通过多样的活动，

激发学生的学习参与热情，在继承和创新中，积累学生的文化底蕴，提

升学生的个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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