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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下的我国社会已融入了多元文化，有些学生在网络交流时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
响而逐渐忘记自己属于哪一个民族。因此，我国对语文学科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注重传统文化的培养要求，需要
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学生形成爱祖国、有担当、能拼搏的责任意识，促
进学生更健康地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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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文/姚燕

高中语文教学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
播中华文化，是高中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传统文化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不仅丰富了高中语文教学
的内容，同时对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升学生的文
学情怀，家国情怀有着重要意义。

一、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意义
首先，能使高中学生重塑价值体系。学生在学

习传统文化后，会因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
深入学习语文学科的思想意识；会在传统文化的熏陶
下，有效改变思想意识中存在的错误认知与理解，能
在有效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同时实现道德体系重塑。

其次，能提高学习语文学科的兴趣。语文学科的
学习过程是不断积累、不断丰富词汇、语言的过程，
是不断提高理解能力、提升文化素养、丰富思想内涵
的过程。由于语文学习过程总是伴随着很多的阅读，
学生会因大量的看不完的阅读材料而产生枯燥乏味的学
习感受。高中阶段的学生虽然认识到学习对于自己的重
要性，但是在繁重的学习过程中难免会因为枯燥乏味而
降低学习兴趣，进而影响到学习质量的提高。在语文教
学中，教师通过对课文词句及注释、故事情节、课文主
题、课后练习等方面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学
生会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学习语文知识，使学生积
极地投入学习中并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

最后，能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我国传统
文化是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经典文化，是祖国乃至世
界的文化瑰宝，凝结着古人的智慧，蕴含着做人的道
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让学
生去更多地了解与熟悉传统文化，更深刻地理解传统
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在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教育
作用的同时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现状
（一）教师“教”存在的问题
教师是实现传统文化有效渗透的重要引导者、组织

者，但由于受教育环境和高考压力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使
传统文化不能很好地在课堂教学中渗透。首先，受应试
教育观念的影响，语文课堂教学无法进行拓展性教学。
教师在教学中只是采用有效的措施帮助学生快速理解与
掌握知识点，特别是能够应用知识点去解答各类语文问
题，进而实现学生在高考时能够拥有较好的成绩。在学
校、社会等方面的压力下，教师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有

效渗透。其次，教师传统文化素养较低。个别语文教师
存在着未正确认知传统文化的现象，不能对传统文化的
渗透策略进行有效的设计，学生不能对传统文化的真正
含义准确理解而失去了渗透的意义。

（二）学生“学”存在的问题
一是学生在学习语文时同样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存在着功利性的特点。比如高中阶段的文言文与古诗
词学习难度较大，学生在学习时会因难理解而不能在
短时间内与文章作者所表达的情感产生共鸣；同时，
由于受学习压力的影响，学生不能用更多的时间去分
析文章所含有的情感与思绪，只是针对考点内容进行
有效的学习与记忆，导致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学生
无法理解与感知，更不能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所具有的
教育作用。二是学生对语文学习存在着惰性。为了帮
助自己解决语文学习中的困难，常常会在书店购买参
考书籍。在解答相关的语文问题时，学生不深入阅读
文章，不进行思考，而是将参考答案全部照抄。这样
的学习过程怎能感受到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内涵？

三、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策略
（一）挖掘教材中含有的传统文化并积极渗透
新课改要求，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对传统文化

进行有效渗透。因此，语文教师要深入挖掘语文教
材，将语文教材中含有的传统文化融入教学方案中，
再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灵活地渗透到课堂教学之中。例
如，在学习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离骚》一课时，教师
要引领学生重点探究作者将屈原的个人遭遇与楚国命
运相结合的用意，充分挖掘屈原所具有的爱国精神、
志洁行廉、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可以先将根据课文内容制作的微课《屈原》分享给
学生，让学生通过观看微课视频对屈原的一生进行初
步了解，对当时的楚国历史和楚国文化重新认识。这
样，学生的思想意识就集中到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中，
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离骚》这一课所蕴含的传统文化
内涵。紧接着，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发言交流，积极
阐述自己对屈原及当时社会的看法，教师要适时进行
点拨。这个过程，既是学生认识历史的过程，又是自
我意识形成的过程，学生会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讨
论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从而产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
趣。还可以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整理屈原与楚国
皇帝的交流过程，在语文实践课上分角色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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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扮演屈原与楚国皇帝的角色，进一步感受屈
原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情绪，进而受到屈原高贵品质
的感染，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渗透。

（二）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
在课堂教学中要实现传统文化有效渗透的目标，

教师在备课时必须要对每一篇文章认认真真地剖析，
对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精细设计，这样才能在教
学过程中适时渗透传统文化。例如，在《师说》一课
的教学中，教师应在备课时对文章内容进行深入的分
析，探析文章中的每句话，进而挖掘出渗透传统文化
的“载体”。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是故无贵无
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教师可以
根据这句话，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你的择师标
准是什么？教师可向学生提出这一开放性的问题，学
生自然回答的内容都与道德素养相关。教师此时可带
领学生回顾《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这一篇文章
中关于“择师”的内容，让学生将两篇文章中的择师
观点进行对比和探究，进而让学生懂得在学习和生活
中要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懂得尊师重道的重要性。
这样，学生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更深刻地理解
了“怎样开始学做一个人”。

（三）创设情境促进学生感受传统文化
情境教学一直是教学中普遍应用的教学手段，语文

教师在渗透传统文化时也应采用此方法，为学生创设与
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情
境中感悟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内涵，从而让学生积极地
去学习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
心，进而实现浸透传统文化的目标。教师在设计情境时
可以采用角色扮演法、多媒体技术创设法、故事大赛、
课本剧表演等多样化的方式，教师还可以不断创新情境
教学手段，通过更多有效的教学方式实现传统文化的良
好渗透，从而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使学生在对
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探究中不断提升道德素养。

（四）课堂延伸融入传统文化
课堂教学是有时间限制的，而语文学科的学习

如果只依靠课堂则无法实现教学目标。因此，语文教
师要注重课堂教学的延伸，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去丰富
自己的语文知识，进而达到语文学习效果不断提升的
目的。教师在渗透传统文化时也应采用课堂延伸的方
式，使传统文化的渗透不只存于课堂教学中，还应让
学生在课堂外感受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在学习与生
活中不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例如教师可通过定期
举行班级传统文化展示活动或者传统文化知识挑战赛
的方式来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课堂延伸。

（五）利用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
我国的传统节日都有历史渊源，都蕴含着祖国的

传统文化，教师在开学设计教学方案时，要根据传统节
日时间，事先安排好传统文化渗透内容。可以将每个节
日的由来及含有的道德品质、思想理念通过活动体现出
来，教师还要鼓励学生表达自己在节日活动中的所思所
想，进而达到提升学生道德素养的教学目的。还可以让
学生自主搜集与节日相关的内容，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并产生自己独特的见解。譬如，每年的清明

节，可以带领学生参加扫墓活动，缅怀先人，传承中华
民族“孝”的精神；端午节教学生包粽子，在活动中了
解该节日的来历和习俗，感受屈原强烈的爱国情怀；中
秋节举行中秋古诗词朗诵比赛，让学生在优美的古诗词
中领略古人的智慧与浪漫。

四、渗透传统文化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是高中语文教师要根据传统文化内容，采用适

合本班学生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更好地接受优秀传
统文化。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精心设计每一个
教学方案，精心组织开展每一项活动，让传统文化不
知不觉地渗透到学生的心田。

二是要注重强调母语所具有的社会地位。汉语
言是我国的母语，发展至今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历
程。但从当今的语文课堂教学可以看出，对祖国母语
的教学还不够重视，对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没有注
重传承。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应从传承祖国优秀文
化，复兴中华文明的角度去提升汉语言在学生心中的
地位。只有学生重视了祖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才能实
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

三是语文教师应正确认知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蕴含
了古人的智慧及做人的道理，教育工作者首先应对祖国
的传统文化正确认知，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知识
去引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同时，还要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去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并以身作则去影响学生、
感染学生，进而达到传承传统文化的目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重视优秀传

统文化的渗透教学，还要肩负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
培养学生道德素养的重任；要通过创设情境、角色扮
演、课外阅读、节日活动等有效的渗透策略，达到渗
透传统文化的目的。另外，广大语文教师应积极创新
教学手段，让传统文化的渗透过程更有趣味性，从而
不断提升高中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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