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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相关理念，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学生的综合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
化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推进，以及素质化教育背景的逐渐深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内容和体系对于学生的素
质教育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高中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渗透进行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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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华民族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内涵，在语文教

学过程中，通过中华民族文化的讲解和传承，可以帮助学生

获得更好的教学体验以及养成良好的人文素养。在新的教学

背景和教学理念下，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关注，

要求语文教师能够在课程讲解的过程中做好传统文化教育，

将传统文化摆到重要的位置开展教育活动，做好传统文化的

弘扬、传承以及发扬。

2 当前语文教学过程中传统文化渗透存在的

问题

2.1�对古书古籍的过度依赖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活动的不断推进，很多语文教师已经

认识到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在语文课程教学活动中

注重融入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理念，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传统

文化讲述的内容。但从教学活动时期发展情况来看，由于有

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度依赖古书、古籍等参考书籍，导致

在进行文化渗透教育的过程中，减少了对文化的学习和理解，

削弱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掌握和理解，学生将传统文化的学

习当成了负担和任务，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

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

2.2�缺失自我情感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实际进行教育教学

活动的过程中，如果仅通过灌输式教育以及应试教育的方式，

并不能使得学生获得良好的文化情感体验。要求教师在实际

开展传统文化价值的过程中，能够结合语文课程的相关内容

和体系，在课程讲述时可以不断引导学生进行情感上的启发

和赏鉴。如果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缺乏情感教育，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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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传统文化的渗透效率和渗透价值。当前高中语文教学

传统文化的渗透活动并没有认识到自我情感的培养和提升，

有的教师片面地认为将情感介入到传统文化教育中费时费力，

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根本不愿意在教学活动中投入情感，

影响传统文化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不利于学生的综合提

升 [�]。

3�高中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策略

为了能够加强高中语文教育过程之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在本文之中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想法。

3.1�营造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氛围

在高中语文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要求教师本身需要对

传统文化有着系统科学的了解，在传统文化讲授过程中不能

泛泛而谈，要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并将传统文化的结

构体系以及作用系统地介绍给学生，营造积极向上、健康良

好的课堂氛围。比如，教师在进行汉代文化的讲解过程中，

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视频、

图片以及音频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学生可以积极参与到课程学习以及课程

讨论过程中来。在汉代文化讲解之前，教师也可以通过提前

准备好适合学生穿的汉服，学生在欣赏合适穿汉服的过程中，

将服饰文化扩展到汉代文化的学习体系当中，丰富学生的学

习体验，由小见大地开展汉朝历史文化的学习，领悟汉朝传

统文化的美感，丰富学生的学习层次和学习深度 [3]。

3.2�立足文本教材

在新课改背景下，针对高中语文教材涵盖的教学篇目进

行了系统的调整，适当地增加了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

程内容和学习专题，并增加了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使得传

统文化教育在高中语文文本教材内容体系当中得到了深入和

全面的渗透。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也注重将语文教学内

容回归到文本教材本身，引导学生深入了解语文课程体系的

内涵，通过学习传统文化的知识和文章，提升学生的人文素

养和文学素养。教师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对

教材的内容和体系进行仔细、全面的评价和阅读，深入挖掘

教材文本当中所渗透的思辨内涵、哲学内涵、忠孝内涵、美

学内涵以及传统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有效品味文章中的文化

视点。以《师说》这篇文章为例，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课程

开始之前，通过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了解文章创作的时代背

景，初步了解作者所处的历史状态以及当时作者的背景情况，

从而能够系统剖析作者的写作意图，并通过课程中角色扮演

和情景模拟的方式，对文章的大体内容进行模拟，帮助学生

立足于主观视角，对文章体系当中所蕴含的答题解惑和传道

授业的文章主旨进行提问。结合当前社会背景下的教育教学

理念，探究文章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问题，使得学生可以从整

体系统的角度对文章的结构、层次以及内涵进行把握，从文

章中学习到传统文化的优秀品德，将尊师重道的传统深入到

学生的内心当中，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3.3�营造健康积极的教学氛围

作为人文学科，语文教学活动的顺利稳定开展，在一定

程度上依赖于课堂氛围的营造。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

文化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地使课堂氛围活泼起来和轻松

起来，从而可以帮助学生进行心理上的放松，促进学生大胆

地发表自身的意见。渗透传统文化需要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

围，凸显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得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身

的自主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师需要转变以往的教学

理念和教学角色，扮演教学过程的引导者、组织者和设计者。

引导学生有效进入教学氛围。例如，在《鸿门宴》一文教学

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提问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观察

能力和思辨能力，针对学生的问题给出正确和系统的答案。

在该课文学习期间收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如学生对古人安排

座次的疑问，教师可以向学生详细解释古代的礼仪情况以及

身份不同安排的座次问题，古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社会地位。

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可以通过人们的衣食住行体现地位的差

别，详细解释鸿门宴中座次的尊贵排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明确传统作词文化的体系。

3.4�将传统文化文学知识融入高中语文教学

学生要想能够真正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内涵，培养乐

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需要结合传统文化、文学知识

以及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些深入的探究，实事求是地掌握所学

知识。将生活与学习有机结合起来，领悟民族传统文化以及

语文知识之间相互结合的真谛，教师需要通过科学系统的观

点去引导学生，使得学生能够正确融合传统知识以及课本知

识，将所学到的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从而能够真正融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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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过程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保持传统文化的生

命力，使得传统文化可以有效弘扬。

3.5�丰富课外实践活动

传统文化的有效渗透，还依赖于课外实践活动的配合，

需要家庭以及社会的双重助力。在进行高中语文教学传统文

化的渗透过程中，虽然发现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但

是在实际开展传统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并没有取得良好的结

果。这主要是由于教师在传统文化教学期间过度将课堂与课

外割裂起来，未能重视到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过程中社会以

及家庭的有利作用，导致学生在学习期间存在断绝问题而影

响学习效果和学习质量。因此，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特点以

及生活环境，合理地转变教育教学观念，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

通过课余时间不断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修养，寻求家庭及社

会的有机配合。将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真正重视起来，为学生

创造学习传统文化的优良氛围和环境。比如，教师可以通过

传统节假日的表现形式，借助传统文化的载体引导学生更加

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感悟传统文化对自

身的价值和影响。同时，还是要注意学生对语言文学作品的

鉴别能力，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的语文学科素养，教师结合学

生的特，围绕作品鉴赏环节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充分渗透，

发掘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历史积淀和历史内容，引导学生学

习封建道德伦理对人们的束缚，实现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渗

透。语文教师应当着重挖掘教材文本中所渗透的传统文化教

育内容，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将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

进行相互融合能使其“改头换面”，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呈现，

散发传统文化自身的魅力，高中生学习起来会轻松和愉悦。

4结语

综上所述，作者在本文之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希

望能够给予大家一些启发。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对

高中语文教学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传统化教育教学理

念充分渗透到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

感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

此，需要加强对高中语文教育传统文化渗透的研究，引导学

生建立广泛开阔的思维体系，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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