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语文 2022年第5期

备课网页

教学漫谈

守传统文化之根 铸中华民族之魂

□ 吴 庆

摘 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进课堂，既是传承的需要，也是育人的需要。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

中如何全面发挥学科优势，保证学生在优秀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和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语文课程标准对中

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把握好传统文化的渗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在语文教

学活动中如何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展开探讨，以实现培根铸魂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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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学语文课堂如何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41。教师指导学生对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学习，并在课堂中对他们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

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2］1。著名

语文教育家于漪也指出：语文学科教学也就是母语教

学，她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她具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语文教师应该义不容辞

地担当起这一重要的民族精神传承的责任，在对传统

文化认同教育方面应做出成绩和榜样［3］。由此可见，

语文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以课堂为载体，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将民族文化的精髓渗入到日常语文教学

中。因此，在语文教学的课堂中该如何进行传统文化

的渗透？笔者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

一、研读课本经典著作，感受语言文化的魅力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

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丰富的人

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学生对

语文材料的感受和理解又往往是多元的［2］2。因此，语文

教师必须要重视文学审美对中学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

前苏联著名诗人吉洪诺夫曾赞美汉语说：“只有用

音乐才能传达出中国语言的声音，只有用音乐才不会

把它损伤；从这声音里，可以隐约地听到钢铁的沸腾，

猛虎的低啸，奔流的浩荡。”［4］我们的语文教材挑选了

很多文质兼美的篇章，这些文章或是讲究音节的配合、

语调的协调，或是讲究长句短句、整句散句的变化有

致，或是注意意蕴情境的生动描摹……因此，在语文教

学中，可以带领学生在诵读品味中感受语言文字的音

韵美；在推敲揣摩中体会文学作品的形式美；在想象对

比中领悟文学作品的意境美。

如刘禹锡的《陋室铭》短小精悍，铿锵有力，教学这

篇古文我把重点放在了朗读上。初读课文，带领学生

了解句式的特点，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骈散结合、

错落有致，大声读来朗朗上口，学生很快在明快的节奏

中感受到了音步的和谐。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朗读，

发现全文隔句押韵，音韵优美，指导学生找出押韵的

字，如“名”“灵”“馨”“青”“丁”“经”等，细细读来如余音

绕梁，给人音乐般美感。再进一步引导学生归纳韵脚

的声调，发现这些韵脚统一为平声，朗读时声调自然上

扬、悠长婉转，整个教学贯穿朗读指导，学生在朗读中

也学会了品味语言文字的音韵美。

《安塞腰鼓》是刘成章先生的散文名篇，这篇散文

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安塞腰鼓作为描写对象，

通过一系列对安塞腰鼓赞美的句子来歌颂激荡的生命

和磅礴的力量。教学中我引领学生抓住“好一个安塞

腰鼓”在文章结构中起到的作用，在反复咏叹中去琢磨

场面、声响、号声、舞姿，感受安塞腰鼓的豪放、壮阔、热

烈。作者在反复咏叹中加强情感的传达，在层层递进

中把情感步步推向高潮，使文章具有形式的回环美，领

会了这一特点之后带领学生体会文中的句式多变的特

点。文中长句短句错落，有的短句短至两个字或一个

词（“但是”“看”）。有的段落仅是几个短语（“隆隆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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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豪壮的抒情”……），不是完整的句子，带领学生重点

揣摩这些句式变化的特点，感受文章错落的形式美。

《湖心亭看雪》是一篇文字淡雅隽永、情韵深刻的

优美散文。教学中重点通过两个句子来品读散文的文

字美、意境美。“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引导学生思考这个句子中三个“与”字的表达效

果，然后想象皑皑雪景的景象，领悟万物融于一体的苍

茫意境。品读“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

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一句时，采用对比量

词的方法，将原句分别改为“湖上影子，惟长堤一道，湖

心亭一座，与余舟一叶，舟中人两三个而已”，通过比

较，学生很容易明白人物渺小与苍茫浩大的天地形成

对比的艺术效果。“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想象、对比

引导学生感悟唯有这种大境界、大心胸的人，才能于这

绝美境界中与物合一。带领学生品读张岱的《湖心亭

看雪》，领会他的那份孤独，感受作品中独特的意境美。

二、加强语文活动实践，激发学习文化的兴趣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只有民

族文化的复兴，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在

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有

效地开展以语文课程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不

仅能够让学生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感知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能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如初一新生初次接触《〈世说新语〉二则》这两篇

文言文，有些学生对学习文言文有害怕心理，教学中

我首先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在课堂上开展丰富的实

践活动，通过朗读开展形式多样的“朗读接力赛”，分

角色朗读、齐读、轮读等方法激发学生诵读古文的兴

趣；然后通过“讲故事比赛”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陈元

方和谢道韫的故事，从而进一步熟悉课文内容；再通

过“课本剧表演”深化对小主人公形象的认识，并达到

学习古人智慧的目的。在形式活泼的活动中孩子们

轻松地掌握了课文内容，也爱上了这些文言小故事。

教学《〈论语〉十二章》这一课时，我布置学生收集古代

有关倡导修身和为学之道的名句，撇开了单调枯燥的

背诵作业，让孩子们回家查找资料，可以查找古书，可

以寻求家长帮助，可以自己上网搜罗。在查找资料的

基础之上开展以“修身”和“为学”为主题的讲学活动，

活动中学生明白了我们要“不舍昼夜”是因为“少壮不

努力，老大徒伤悲”；读书不仅要“温故而知新”还需要

“学不可以已”；因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所以“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这样的活动既增强了学习的

主动性，又锻炼了自主学习语文的能力，还积累了丰

富的名言警句，课本知识在活动中也进一步得到了学

习。又如教学《灯笼》这一课，我开展了以“灯笼”为主

题的民俗文化探究活动，活动以小组展开，每个小组

确立不同的主题，然后在班级交流。通过活动，学生

了解了灯笼的由来历史；了解到了有关灯笼的文化形

式，了解了灯笼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感受到了民俗

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语文课本中有关民俗文化的

文章还有很多，教师教学中应该很好地利用它们，向

孩子们展示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苏州园

林》是一篇典范的说明文，教学中除了指导学生学习

说明文的方法之外，我还别出心裁地开展了一次“我

眼中的传统美建筑”的摄影活动，学生在介绍有代表

性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同时不仅学会了发现美，而且还

学会了用说明的语言介绍美的对象。进入初三，随着

议论文的学习，尤其是接触了部分先秦诸子百家的文

章后，学生们也渐渐学会了思辨。教学孟子的《鱼我

所欲也》这一课时，我在班级开展了一个小型的演讲

活动，先布置学生写演讲稿，学生在充分准备的过程

中，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对孟子以及孟子生活的年代

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孟子所提出的“舍身取义”的精

神及“人性本善”的思想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初步

完成撰写演讲稿的任务之后，我挑选了一些优秀的文

章，然后指导他们在班级演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语文活动实践不仅可以贯穿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

放眼到课外。如每年的普通话推广周可以安排学生深入

到大街小巷、商场店铺查找汉字使用的规范程度，学生分

小组进行调查活动，查找使用不规范的文字，在纠错的过

程中既提高了自己的汉语水平，也激发了学习汉语的兴

趣；假期可以带领学生以“红领巾假日小队”活动的方式，

开展一系列语文活动，或以传统节日为主题、或以传颂名

人为主题……猜字谜、讲故事、成语接龙、诗词飞花令等

等，学生们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语文活动中走进了传

统文化，在接近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教师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并开展有效

的语文活动，抓住生活的契机，宣传传统文化，可以增

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也是增进情感培养的有效

途径。学生在学习语文阅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神

的同时，实现了语文阅读教材内容的拓展与深化，最终

实现语文素养能力的提升。

三、灵活运用“随文渗透”，提升思想文化的修养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42，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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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青年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

提升思想文化的修养才能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创造

丰硕的思想成果。《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

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

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

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2］2语文教材上的作品都是被

挑选的经典之作，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浓厚的文

化底蕴，还彰显了时代的更迭，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支持，具有一定的思想教育意义。因此，教师要充分

利用教材文本，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塑造学生的品格，丰

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增强学生的精神力量。

如《夸父逐日》《愚公移山》课文中的这些远古神

话，反映出古代人民面对自然灾害、恶劣环境战天斗

地、奋斗不息的精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夜”，这是孔子在慨叹时间像流水一般奔流不息，一

去不复返，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自然就会惜时如金，及

时宜自勉，才能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

食，乐以忘忧”。教学这些课文，可以让学生明白自强

不息是中华民族一种最根本、最稳定的民族精神。［5］

教学《花木兰》，在花木兰替父从军的美好故事中，

学习她勤劳善良、淳厚质朴的品质，坚毅果敢、勇于担

当的精神。教学《桃花源记》和《大道之行也》这两篇课

文时，在“世外桃源”和“大同社会”的比较中带领学生

体会人们对自由、和谐、美好生活的追求。教学《诫子

书》，在诸葛亮的谆谆教诲中带领学生品读“勤学立志、

修身养性”。教学这些课文，可以让学生明白理想信念

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又如教学《鱼我所欲也》，孟子在文中所要论证的

论点是“舍生取义”，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作者通过“鱼

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例子进行论述，生动地推出了这一

观点。通过类比论证的方法，向人们阐释了他心中的

道德标准——道义，它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具备的美

好品质。通过对这篇文章的深入剖析，让学生意识到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要

的元素。由此引导初中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思考道德品质对个人发展与追求进步的重要

性，在此基础上弘扬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做一个积极

进取的新时代优秀青年。［6］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在教学

中采用渗透、熏陶、渲染，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用传统文

化知识充实语文课堂，“润物细无声”地在教学中随文

渗透，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思想文化。读刘禹锡的

《陋室铭》教会学生安贫乐道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读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让学生明白宁死不屈是一种伟

大民族精神；读诸葛亮的《出师表》让学生知道了鞠躬

尽瘁是一种优秀的美好品质；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让学生懂得了忧国忧民是一种可贵的家国情怀。在屈

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艰苦追寻中

懂得了追求真理需要执着；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真诚夙愿中看到了心忧苍生

需要博爱；在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

感慨声中听到了忧国报国需要奋斗［7］。在优秀的传统

作品中让学生学会爱他人、爱家乡、爱祖国，做一个具

有高度责任感、神圣使命感的人；让学生在品读中学会

坚强、学会自信、学会勇敢，做一个有民族信仰、有正义

感、有正能量的人；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传承、学会发

扬、学会创造，做一个砥砺前行，铸造民族之魂的人。

总之，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40。在

中学语文教学中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我们要充分发挥课堂主阵营的作用，积极引

导，努力传承，担负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培养具有民

族精神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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