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
杨晓娟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

千百年来发展的精髓，是对古人智

慧的凝练，对于现代教育而言具有

重要的融入价值。基于此，在小学

高年级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能够丰富教学资源，提升

教学内容，使高年级小学生在一定

的语文学习基础上进一步领悟语文

学科的魅力，同时亲近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树立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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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是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有紧密联系的一门学科，也是

较容易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

门学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语

言文化与当代学生学习的语文学科

知识有较高的相似度，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能够学习语文知识，也能够

在这一过程中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语文教师是语文课堂的主导

者，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

到语文课堂教学中，关键在于语文

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因此，

语文教师对于在语文课堂中开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有着重要的作

用。小学高年级学生已经有一定的

语文知识基础，并且对事物有一定

的理解能力，选择在小学高年级阶

段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能

够有更显著的教育效果。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从古

至今流传下来的，是经过数代国人

智慧筛选和改进的结晶。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包括古人对道理、哲理等

的总结归纳，记录了古人以往的事

迹、生活习俗、节日文化等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文化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伸，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当下和未来

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

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意义

( 一 ) 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学
习能力

小学语文教学中主要以教材

内容为教学内容，在小学高年级语

文课堂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仅能够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也

能够让学生学习教材以外的知识，

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语

文知识是非常宽广的，不仅包含了

写作、阅读等专业的语文学科理论

知识，也包含了以语文为载体的各

种知识。学生在语文课堂中接触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让学生拓

宽知识面，对学生的写作、阅读等

方面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学习

能力。

( 二 ) 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
如今留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常全面地承载了中国上下五千年

的历史，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接触到中国反

侵略战争的历史，激发学生的爱国

之情；了解到不同时期的群众为了

194

课程教学与教改  2022 年 9 月上刊



生存而辛勤劳动，激发学生的自强

不息信念；认识到中国从动乱向平

稳发展的不容易，激发学生珍惜和

平的思想等。这些情感、信念等都

与民族情怀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小

学高年级语文课堂中渗透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能够引导学生培养民族

情怀，让学生懂得为中华民族而自

豪，为中华民族而奋斗。

( 三 ) 丰富语文课堂教学内容
教师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渗透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将大量的课

本以外的内容引入课堂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包含许多内容，如中国

传统节日、谚语、歇后语、民族歌

曲等，教师将不同的文化内容渗透

到语文课堂中，学生能够接触到更

多课本内容以外的事物，能够激发

学生对语文课堂的向往。丰富语文

课堂的教学内容对于提升语文课堂

的教学效率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

教师通过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一内涵丰富的内容，可以调控学生

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吸引学生参

与课堂教学，从而达到提升课堂教

学效果的目的。

三、 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

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策略

( 一 ) 注重传统民俗的渗透
传统民俗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是较为广泛且较为容易被接受、

被理解的一种文化。小学生主要是

来自某个地区的原住民，对所在地

区中留存的传统民俗有着较高的共

鸣，因此教师在渗透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时可以选择从传统民俗入手。

除了当地的传统民俗，教师还需要

对广义上的传统民俗进行渗透，如

传统美德。教师通过全面渗透传统

民俗，可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例如，在教学《腊八粥》这

一课时，教师可以借此渗透传统民

俗。假如教师来自南方，可以为学

生讲解南方并不是非常流行过腊

八节，但是在过年的前一个月里，

南方人会进行大扫除，统称为“洗

邋遢”，对家里的每个角落进行打

扫，寓意将这一年里不好的事物送

走，迎接新一年的美好事物的到

来。教师在分享完自己家乡的民俗

后，可以邀请学生分享他们家乡的

习俗。部分学生的家庭会过腊八

节，部分学生的家庭会过其他节

日，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分享，

将一些不同的传统民俗引入课堂

中，让学生能够了解不同地区的传

统民俗，从而实现语文课堂中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

( 二 ) 丰富教学方式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的方式有很

多种，教师要尽可能地丰富教学方

式。小学高年级学生虽然对知识有

一定的积累，但他们仍处于年幼阶

段，仍是对新奇事物充满强烈好奇

心的孩子，教师丰富课堂教学方式

能够让学生以更为新颖的方式进行

学习，激发学生对语文课堂、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教师在丰富

课堂教学方式时，一定要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尽可能地选择

贴近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式，让

学生在课堂中提高学习语文知识的

效率，接触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例如，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已经

采用了游戏教学方式，那么渗透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可以采用竞赛的

方式进行渗透，也可以采用分组讨

论等方式进行渗透。学生在一段时

间内以不同的方式学习语文知识、

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更好

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状态，让学生能

够高效地学习语文知识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部分教师在选择教学方

式时无法很好地衡量教学效果，导

致出现盲目追求丰富教学方式而忽

略学生实际情况的状况，本末倒置，

最终造成学生无法在语文课堂中高

效地学习语文知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因此，教师在进行一段时间

的教学后，需要对近期的教学情况

进行总结分析，归纳学生对哪些教

学方式比较感兴趣，对哪些教学方

式比较抗拒，从而找到学生喜爱的

教学方式。

( 三 ) 选择合适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

富，因此教师要为学生选择合适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渗透到语

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在选择时，让

学生接触到合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规避学生无法理解或者理解

有误的情况出现。小学高年级学生

虽然对事物已经有一定的是非判断

能力，但这些仅建立在学生的日常

生活方面，对于文化类的事物是非

辨别能力仍然欠缺。

教师是语文课堂的指导者，也

是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知识的

引导者。教师要根据课本中的教学

内容，结合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来

挑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学语文

课堂的主要教学目的是让学生能够

学习、掌握语文知识。教师在进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时需要重视

这一教学目的，不能为了渗透而渗

透，在渗透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学

习到专业的语文学科理论知识，让

学生在学习知识、培养能力两不误

的情况下了解、掌握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 四 ) 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主题教学

在小学语文知识教学时，教师

会根据课本内容为学生制订教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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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并且每一个计划中的教学内容

是不同的。教师在制订教学计划时，

可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来

制订某一阶段的教学计划，让学生

能够在一个完整的周期内接触到一

定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师在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开展教

学时，需要考虑课本中的内容，尽

可能地选择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紧密联系的单元来进行融合，从而

提高教学素材的关联度。

开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主题的教学，其好处在于能够直接

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个完

整的教学计划中，学生能够在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学习语

文知识，也能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

过程中接触到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 五 ) 提升教师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

教师了解或认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只占其整体的一小部分。教师要

想在小学高年级语文课堂中引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就需要从自身出

发，通过提升自身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识与积累，更好地将其在

语文课堂中进行渗透。教师提升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的方式主

要有两个：一是教师自身提升，二

是学校开展培训提升活动。

教师在进行自我提升时，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线上自学、

线下资料查阅、实践提升等。教师

可以先从自身比较感兴趣或者有一

定了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手，

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学习并且掌握，

之后将其渗透到语文课堂教学中。

由于教师是以自身的主观意识来学

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此学生

能够接触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

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文教师的学

习内容。学校可以定期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学培训活动，以讲座、

在线培训等方式进行，能够让语文

教师学习、认识更多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对于在语文教学课堂中开

展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统筹

兼顾的作用。学校在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训时，可以提前了解教

师想要了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并且根据教师的提议选择合适的内

容开展培训活动。这样能够让教师

更高效也更直接地学习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教师在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识后，需要将其所学、所思

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同时结合自身

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与学生的实

际情况开展教学。教师需要定期开

展教学反思活动，通过对近期的教

学活动进行反思，得出哪些方面存

在不足、哪些方面做得不错、哪种

教学方式能够创造更高的教学价值

等，并且根据反思的情况制订后期

的提升教学计划。

总而言之，在小学高年级语

文课堂中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渗透，关键在于语文教师。语文教

师自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识，语文教师的教学观念以及教学

方式都对语文课堂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渗透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

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进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渗透教育，不仅需要

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给予学生

足够的耐心，也需要语文教师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择合适的教学

素材，采用恰当的教学方式，为学

生提供一个更为高效的教学。（作

者单位系江苏省泗洪县青阳中心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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