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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双新”背景更加强调通过传统文化的融入提升语文教学效能。语文是

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内蕴与表征，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对完善

课程功能、提升学生素养、赓续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本文围绕语文教材、教学方式、课堂引

导、教师素养等方面，以小学低段识字与写字教学为例，提出了在语文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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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roo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dual innova-
tion” rather focus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fficiency through the inte-
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foundation of learning other subjects. Tradi-
tional culture ha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and penetrating excel-
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ese teach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erfecting curriculum func-
tion, improving students’ quality and continuing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
cuses o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ethods, classroom guidance, teachers’ quality and 
so on, taking elementary school literacy and writing teaching as an example,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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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新”即新课标、新教材，新课标是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新教材是指全国

通用的统编本语文教材。“双新”是继 2001 年、2011 年制订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后，

教育部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做的进一步修订与完善。中华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原文化为基础不断发

展而成的中华特有文化，主要有四个层次：“一是指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包括诗词歌赋、书法绘画、

建筑雕刻、餐饮膳食等；二是传统文化具体内容中所体现出的观念意识和历史文化；三是高于历代意识

形态之上的民族人文精神特点；四是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一种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1]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指

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对延续和发展中

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2]。语文是学习其他的学科的基础，在“双新”背景

下，语文学科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内蕴与表征，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优秀传统文

化，对完善课程功能、提升学生素养、赓续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2.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语文教学可能性 

(一) 语文教学内容根植于传统文化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新课标“强调内容的典范性，精选文质兼美的作品，重视对学生思想感情的熏陶

感染作用，重视价值取向，突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语文教学不仅

要注重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的学习，也应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和载体，教材本质上是用来塑造人的。教材是解决国民教育体系培养什

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依托，直接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落实，直接关系到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和教育高质量体系的建设。”[4]现行的统编本语文教材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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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比如在一年级上册教材中的《对韵歌》《口耳目》，一年级下册

教材中的《人之初》《古今对》等课文编排，都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旨在使学生在识字与写字

教学的同时体会、感悟传统文化。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纽带拥有独特的形态和含义，一方面其

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另一方面汉字也是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学好汉字

既可以扩充学生的识字量达到课标所做出的要求，又可以将汉字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特色文化释放出来，

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 传统文化通过语文教学赓续发展 
“在语文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让当代青年学生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形成正确的

三观，而且充分体现了学生的时代特点和使命，使得传统文化在不断的创新传承中包容发展，生生不息，

也深刻体现了语文教育在新时代的价值属性和理念”[5]。因此传统文化不仅能让语文教学汲取深厚的历

史沉淀，为语文教学提供丰富内容；同时语文教学的有效进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汉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新课标也要求在识字教学与写字教学中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积淀

丰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识字教学中若将汉字蕴含的传统文化知识挖掘出

来，在课堂上改变传统识字方法，通过故事性的教学方式，能在提升学生学习汉字兴趣的同时接受优秀

传统文化的熏陶，也能引导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又能让学生站在时代的前沿去思考古为今用

的意义。比如在部编本一年级上册《口耳目》当中，教材插入了京剧的部分内容，并配上了相关的京剧

形象。教师在进行相关教学时可以会从口耳目延伸到京剧的相关文化知识。这不仅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更让学生吸收古今优秀文化成果，提升了思想文化修养。 

3.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语文教学必要性 

(一) 完善课程功能，承载特色意义 
语文课程的本身功能主要是提升学生文化内涵、传播汉字魅力以及思想发展上的引领作用；发展学

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其他课程的发展打下基础。语文课程也承载特色意义，即优秀传统文化的融

入课程，使语文成为中国特色的与人课程；在传统文化与课程的相互渗透中，学生获得文化自信、产生

民族自豪感，在教育主线中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教学的成效不仅关乎语文教育的成效，而且还关乎文化传承的重要

使命。”[6]在识字与写字教学实践中，教师将传统文化与之融合，能够让学生不仅仅关注到汉字的音形

义，还可以使学生注意到汉字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使学生了解到汉字的文化魅力，体会到古人创造汉

字时的聪明才智。例如，在讲解“暖”字的时候，最常见的教学方法是以笔顺、字形、字音、字义，最

后使学生认识了解汉字以达到教学目标，但如果在讲解的时候通过分析“日”和“爱”分别的含义和二

者组合之后的含义，让学生理解“暖”字能使人内心温暖，人们互帮互助。可以借此引导教育学生，增

进学生间的互相帮助，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从而完善语文课程在提升文化内涵、传播汉字魅力方面的功

能，同时也能完善课程本身在对学生思想发展上的引领作用不强的不足。在课程设置中强调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完成师生之间的文化互动与熏陶，才能发挥语文课程承载特色意义的作用，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及当中站稳脚跟。 
(二) 提升学生素养，促进全面发展 
“在语文学习和实践中，将对民族文化的体验学习作为语文教学活动的重要手段；关注学生语文学

习思考的独特性和主动体验的内在价值，像学生的口头表达、交流、合作，借助于类似传媒手法的讲演、

文艺形式的客串等等。林林总总的语文实践活动，增强了学生学习语文的责任意识，提高了学生的文化

修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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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学习尤其是识字与写字教学中，学生通过汉字、拼音、语言实践等方面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赋予文字故事内涵，中国汉字的演变都是以文学故事作为载体，进行文字的组合。针对小学

生爱听故事的心理需求，为学生的识字课堂创设教学情景，便于学生对文字的理解与记忆。例如“大，

水”这两个文字，老师在识字课堂上就可以以提问的方式说：“关于水字，哪位同学知道关于水的神话

故事呢？”因为学生对神话的故事十分了解，因此学生在课堂上便会积极主动地回答。就让学生到讲台

上来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中华民族的先民关于水的故事。让同学分享到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

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这时候可以先放出水字演变的过程，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像河流流动

的形状；两侧的点像河水的水滴，水滴向左、向右或是向下，都表示水流的流向，点的多少表示水滴之

点数或多或寡。再结合故事，问问同学们看到水这个字古老的形状之后，认为当大禹面对滔滔洪水，从

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应该采取何种办法呢？这时候学生会回答不是堵而是

通过疏导。采用这种方式不仅让学生通过汉字的形状与神话故事的结合方式学习了“水”字，还学习了

“大”，最重要的是当洪水来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在学生的心中得到了升华。 
(三) 赓续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到：“文化自信是指学生认同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的

生命力有坚定信心。通过语文学习，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关注和参与当代文化生活，初步了解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文化底蕴。”[3]传统文化教育可以通过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利用汉字教

学来实现，汉字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依托。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

是将中华文化精神与当代主流价值结合，不固步自封，厚植文化沃土，培育时代新人。 
例如在统编本四年级上册的《王戎不取道旁李》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文章的主人公是作为“竹林七

贤”之一的王戎，教师在讲解“戎”字时可以将“戎”字分为两部分，其中左下部分代表的是铠甲，右

上部分的“戈”则是兵器。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图片展示“戎”字的字形演变过程，引导学生理解“戎”

字的含义，并且通过对“戎”字的讲解过渡到“王戎”，再通过对王戎的简要介绍引出“竹林七贤”。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将传统文化知识融合在识字写字教学中，让传统文化在教学中也完成了继承与发展的

自我更新。在对于低段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学时，侧重于选取正面、美好一面，而对于高段学生，他们

已经具备了辩证看待事物的能力，教师应对学生将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进行区分与辨别，对精华部分

的传统文化采取继承与发扬，而对于糟粕部分采取摒弃。在此期间，语文教学变得更加具有育人性与思

想性。语文教学变得更加具有育人性与思想性。 

4.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语文教学的策略 

(一) 依托教材内容，拓宽知识途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强调(教学)内容的典范性”，部编本教材中拥有大量的

经典诵读内容。依托教材内容就是进行传统文化教学融合时，分析教材中传统文化因素，融合优质的传

统文化精神。具体方式是在梳理、归纳的过程中，找出知识之间的相同点、不同点、易混点，并通过真

实情境来考查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建立情况，并适当讲述故事背景，组织进行趣味性研究活动，帮助学

生深入了解教材知识，探究传统文化。在综合性学习中达到既学习课本文化知识又能学习到传统文化知

识。拓宽知识途径是指通过将类似的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拓展学习，以达到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能够对

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拓展延伸。 
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将有关联的知识与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在学习《天地人》这篇课文的时

候，老师可以利用《三字经》中的内容辅助教学，通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作为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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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入的讲解汉字，同时将盘古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故事中所体现出的汉字，与三才的思想进行融合，

加深学生印象。使学生不单单学习纯粹的汉字内容，而是丰富学生的综合知识水平，让学生感知中华优

秀传统美德精神和品德，为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积极学习新知识加强

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探索与发现，并拓宽知识途径。 
(二) 丰富教学方式，激发学习兴趣 
教学方式是指教学过程中具体的活动状态，表明教学活动实际呈现形式。教学方式除了常见的讲授

法和讨论法等，还有其他多种教学方式来进行教学活动。比如多媒体技术的教学，可以使原本枯燥的课

堂变得更加生动；又比如在利用现有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教学时可以通过联想结合，将不同的

传统文化知识串联起来，使得学生既能学到课本的知识也能了解到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又或者通过整

合课堂资源和课外资源，使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知识的无穷魅力。总而言之不断丰富教学方式是激发学

生兴趣的手段，让学生爱上学习是最终的目的。 
例如，统编本教材中有意设置了字理识字的内容，比如《日月水火》这篇识字课便在强调象形字学

习。教师可以将图片与甲骨文、汉字进行比对，让学生更加直观的进行联系，通过对比观察将图片中的

内容进行识别从而更好认识汉字。如观察“鸟”字的甲骨文是这样 小鸟的全身轮廓清晰可见，说明古

人在造字时充分的对小鸟进行了观察。又如“田”字的甲骨文是 ，外围是田的四周，中间的“十”是

田间道路，仿佛是田地的俯视图一般。教师还可以将实物引入课堂中，准备相关的物品在课堂上进行演

示，抓住象形字的特点进行教学让学生在充分理解汉字的意思基础上减少对知识的混淆和写错的概率，

从而加深学生印象。学生也会在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中，激发自己对于学习的热情，从而达到学生能爱

学、自学的目的。 
(三) 加强课堂引导，深化学习层次 
课堂引导是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主要是对话)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当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

采用恰当的思维和语言对学生进行引导。在引导时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使学生既掌握好基本学科知识，

又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内在品质修养。 
比如，在一年级上册的《口耳目》一课的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对汉字的兴趣，可以有以下课堂引

导： 
师：同学们看一看，这张图上画的是什么？(出示耳朵的图片) 
生：耳朵。 
师：你们刚出生时的耳朵和现在的耳朵一样吗？ 
生：不一样。小时候小一些，现大一些。 
师：其实呀，汉字宝宝和我们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耳朵的“耳”小时候长这样。(出示“耳”的

甲骨文)仔细看看，谁发现了什么？ 
生：甲骨文的时候就像画上去的一个耳朵！ 
师：是呀，耳是甲骨文的时候就像画上去的耳朵，等“耳”字慢慢长大时，它又有了新的变化。(相

机出示“耳”字各个时代的变化) 
上述引导从图片出发，符合一年级学生爱看图的认知特点，将汉字拟人化符合一年级学生“泛灵”

思想，如此一来可以拉进汉字与学生的具体，并且让学生感受到汉字的生命温度，不仅认识了汉字、积

累了汉字，也初步体会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悠久深远。 
(四) 提升教师素养，发挥榜样作用 
教师素养是指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师的教学方式等方面的素养。在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这个趋势

下，教师还应该拥有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坚定的民族自信。提高教师素养就是应当做一名富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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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不断追求进步的教师，有意识地提高自身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内在素养。教师发挥榜样作用是指

教师应当在日常的工作中积极主动地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是

学生学习前进路上的明灯，应当文以载道，把阅读写作与育人教育结合起来。 
在提高教师素养方面，学校可以开展教师研讨活动，通过学科教研组的形式对教师本身的教学成果

进行总结反思，并相互学习。首先可以由教育局进行顶层设计，做好统筹规划，组织教学交流活动，以

教育局为领导，带动学校具体实施。其次，在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方面，语文教师一定要增加自己的知

识储备。比如平时可以多看一些纪录片，例如《河西走廊》，《典籍里的中国》等优秀的国产历史纪录

片，可以阅读图书馆关于历史文化的书籍。教师还可以多和相关领域的老师或者学者交流，参加一些关

于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培训，使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掌握具有更深层次的感受。 
新课标、新教材都强调了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而汉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识字与写字是低段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为了提高小学低段的识字效率，教师应该更加主

动变革教学理念，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将传统文化融入识字与写字教学之中，让学生明白汉字不是零散

部件构成的文字，其背后的具有丰厚意蕴以及强大生命力。作为母语教学，语文教学应当承担起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同时传统文化的注入也将为语文教学提供助力。总之，在“双新”背景下，语文教学与传

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举多赢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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