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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文化是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渐积累的,其中不仅包含了不同时期人们对社会和生活的感

悟,也包含了不同名家大师的思想,这些对于现今人们价值观念的树立、思想素质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作

用。做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对于现代人良好思维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在小学语文中有效地

渗入传统文化,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提高语文素养,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使学生实现更为全面的发展。为此,本文就针对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具体路径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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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是中国文学的精华,其通过

简单但富有深意的语句,阐述创作者对

社会、自然、制度及生活的所感所悟,

通过对古诗词的研究和分析,不仅可了

解到古人思想情感的变化,掌握古人的

为人处世之道,还可实现对传统文化的

深入探究,体悟传统文化魅力所在,为其

后续传承和发展提供动力。 

1 古诗词实践教学中渗透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 

1.1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和底蕴 

现代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教学内容

是经过长时间历史发展不断积累下来

的,其中富含了很多文化内涵,具有充

足的文化底蕴。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因自身理解能力、思维逻辑能力的不同,

对其的感受也会存在较大差异,但不管

是哪个阶段的学生,在古诗词剖析时,

都需要对创作者、创作背景及诗词内容

予以深度分析和了解,并从诗词中掌握

当时现象,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感受

文化魅力所在。 

以《石灰吟》为例,在讲解过程中,

教师应对作者在诗中所表达出的勇于抗

争的高尚品质、宁死不屈的精神进行深

入的分析,并使学生能够透过古诗词更

好的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与底蕴,通

过诗词,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国古

人坚守信义、贫贱不移的高尚品格。 

1.2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鉴于新课程标准对当今的教育教学

提出的新要求,传统应试教学已经无法

满足当前教学需求,为培养学生综合素

质,可将古诗词融入到文化教学中来,发

挥学生自身主动探究能力,教师可从旁

指导,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探索热情,

了解更多古人精神和文化内涵,激发学

生民族自豪感。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

《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古诗时,教师可先

带领学生诵读全文,并组织学生了解诗

词含义,通过诵读、释义的环节让学生深

入体会作者的依依惜别之情,让学生感

受友情的珍贵,进而能重视友谊,在日常

学习、生活中能做到真诚待人,与他人和

睦相处。 

2 现代教学实践中传统文化的

整合方式 

2.1情境交融,感受天人合一之妙 

道家思想对我国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道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

间的融合,借助对大自然的感悟,感受社

会的发展和自身生活,从而获取不同的

情感感悟,丰富自身内涵。古诗词中有很

多都是描述山川河景,并借景抒发情感

的文章。根据对这些诗词的学习,一方面

可感受古人的情感变化,一方面也可积

累词句,为日后写作提供帮助。 

在实际的学习中,教师习惯于让学

生以口头分析的方式体会作品的意境,

而忽略了诗词欣赏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特征。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加强感受

的成分,以内心的体悟替代口头分析的

空洞。例如,在教学《望洞庭》时,教师

可将描述景色的词写在黑板上,让学生

完成解析,自行描绘诗人表述的景观特

色。描述景色的词有洞庭、湖光、潭面、

月不清、山水翠、白银盘、青螺等。通

过这些词的分析,让学生感受秋叶下洞

庭湖的优美景色,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且

在深入剖析中,了解作者不凡的气度及

高卓清奇的情致,体会古人悠然豁达、安

逸无争的思想状态。 

2.2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体

现,儒家思想中将修身治国平天下作为

核心理念,是人们一生追求的目标。在古

诗词赏析时,可通过对这类型诗词的赏

析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激发学生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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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爱之情。古诗词中有很多表达报国

无门、关心时事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经常

使用酒、歌舞等元素来以喜衬悲,表达对

国家衰亡的痛心。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

具体的时代背景,体会作者强烈的爱国

主义情怀。 

例如,《独坐敬亭山》这首诗,在讲

解中,教师可将作者所处背景和经历讲

述给学生,根据对诗句的剖析,了解作者

所要表达的对国家、自身的无力之感。

这首诗中并未将作者所处位置表述出来,

只是将作者看到的景色加以描述,以拟

人的手法抒发自己对社会、对国家的情

感,借此地无言之景,抒发自身的无奈之

情,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3培养高洁不屈的思想品德 

在古诗词中,有很多体现坚贞不屈、

爱惜名节的诗词,其是对现代学生良好

品德素质塑造的重要手段。从这类诗词

的分析中,可让学生了解到古人在面对

各类事情时的不同表现,通过对古人的

效仿和学习,来完善自身精神境界,提高

品德素质。 

在阐述传统文化中的品格修养时,

教师经常以空洞的说教让学生理解,但

这会让学生流于形式,感觉枯燥乏味。教

师可以以多种的文学作品为例,结合古

诗词中托物言志的表达方式,引导学生

学习古人对高尚精神的追求。例如,《望

天门山》这首诗,是从两种不同角度描述

诗人看到的天门山的景色,将天门山的

雄伟气势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借助表述

方法及用词的分析可,直观了解到创作

者的乐观豪迈的情怀,给人一种不一样

的意境和情趣。 

2.4抒发思乡之情 

古诗词中描述思乡之情的诗文较多,

其是书法创作者对家人的思念,是作者

对自身背井离乡的一种表述,既体现了

自身的无力感,也体现出身为人子的思

想境界。在古诗词剖析中,教师可引导

学生将体现思想情感的词句找出,参照

作者所处背景,了解这些词句所要表达

的真正含义,感受古人睹物思人的思想

活动,掌握乡土情怀在古人心中的地

位。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作品中的重要

事物,让学生从这些事物的特点入手,

理解古人选取特定事物来表达思乡情

怀的原因。 

例如,《夜书所见》这首诗,前两句

写景,借落叶飘飞、秋风瑟瑟,来烘托游

子在外漂泊之感,后两句描述小儿游戏,

阐述作者的思乡之情,表达作者独自一

人在外的思想情感。利用这样的表述,

可在学生眼前形成真实场景,加深学生

的情感体悟。 

3 传统文化在教学实践中渗透

的改进措施 

3.1强化教师专业能力,改进教学理

念和方法 

教师作为古诗词课堂教学的重要指

导,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课堂教学

效率。为此,教师应明确自身定位,不断

加强专业能力,对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

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此来提升课堂教学

水平,达到培养目标。 

首先,教师需定期实行专业知识的

巩固和更新,扩展自身知识储备和文学

内涵,加强课堂引导的有效性、流畅性,

在清晰阐述古诗词内涵的同时,讲述作

者的创作背景及经历,扩展学生知识接

受面。 

其次,摒弃传统枯燥的教学方式,引

入情景教学、活动教学、谈论教学等多

种方式,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如利用学

生讲故事的方式来检验学生是否理解古

诗词涵义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多种方

法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能使学生脱离只重

分数的怪圈,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3.2加深情感体验,深刻认知传统文

化内涵 

由于学生自身性格、对待事物看

法的不同,对古诗词的理解也会存在

差异性,再加上古诗词与学生实际生

活相差甚远,难以达到感同身受的效

果。如在《示儿》中,就因为学生自身

生活体验上的缺失,难以了解到人物

对国土不全的悲痛之情。因此在这类

古诗词学习时,教师要用贴近学生生

活的案例、事迹激发学生对诗歌的体

会和感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理

解古诗词之情、之美。 

另外,学校和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参

与关于传统文化的相关活动,如《中国诗

词大会》《国学少年》等,利用竞赛活动,

激发学生竞争意识,主动完成古诗词的

学习和研究,并从中了解诗词所要表达

的重点内容,填补学生存在的不足,进而

达到深刻感悟的目的,加大学生对传统

文化重视度。 

4 结束语 

以古诗词为基础,在教学实践中渗

透中国传统文化,可丰富学生的情感内

涵,了解传统文化具备的深层次意境和

韵味,并在学习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所在,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 终提升学

生的文化素养,促进其全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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