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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与小学语文阅读
教学融合路径研究

●陈明华

　　

[摘要]在教学改革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显得尤为重要.小学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阅读教学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有效融合

到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通过结合部编版小学教材的课文进行教学案例分析,提出了优化课文内容、结合现

代科技、指导课外阅读以及丰富阅读资源等具体路径.以期有效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文化认同感,帮助他

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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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

艺术等众多领域，是我国的重要精神财富。 在基础

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中，如何有效融入传统文化

元素，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教学课题。 小学阶段是学生三观

形成的关键时期，语文阅读教学不仅肩负着语言文字教学的

任务，更是学生文化认同感和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国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不断提升，教育部也多

次强调要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传统文化内容。 然而，如何

在实际教学中将这些内容有机地融入，仍需教师不断探索和

实践。

优化课程内容,增加文化元素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通过优化课程内容，增加文化元

素，可以更好地传递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

感。 以二年级上册《曹冲称象》为例，优化课程内容，深入

挖掘文化内涵，使学生在阅读中不仅理解故事情节，还能感

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一)深入解读课文人物

《曹冲称象》这篇故事生动地描绘了曹操和他的儿子曹

冲之间的一段趣事，然而，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

人物形象和历史背景。 曹操不仅是东汉末年的杰出政治家

和军事家，他还是一位文学家、诗人，以及战略家。 在课

堂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深入解读课文中的人物，除了

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就外，教师还可以介绍他的文学作品

和对文化的贡献。 例如，可以简要介绍曹操的代表作《短

歌行》，让学生了解其文学风貌和时代背景，增强他们的历

史文化意识。

(二)拓展相关传统文化知识

《曹冲称象》背后涵盖的传统文化知识是较为丰富的，

在优化课程内容时，要主动引导学生探索课文的象征意义。

例如，大象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如象征

力量、长寿等，可以简要介绍优秀传统文化中大象的象征意

义，让学生了解大象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曹冲提出的称

象方法展示了古人的智慧和科学精神，可以通过引导学生讨

论，探索古人如何运用自然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解决问题，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学精神。 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探讨

《曹冲称象》与其他传统故事的联系，如《愚公移山》中的

精神和《三打白骨精》中的智慧，从而帮助学生构建起传统

文化知识网络。

(三)创设情境体验文化魅力

在教学中创设情境，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传统文

化的魅力，是优化课程内容的重要策略。 在《曹冲称象》

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扮演

曹冲、曹操和官员等角色，通过模拟情境，体验古代人物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 教师结合课文内容，可以组织学生

进行实地考察和参观活动，如参观博物馆或历史文化遗址，

让学生亲身感受历史文化的底蕴。 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文

化活动和表演演出，如朗诵古诗词、演绎传统故事，从而增

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投入和体验感受。 通过创设情境

体验文化魅力，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知，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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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使学生在愉悦中接受文化教育，从

而更加深入地融入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去。

结合现代科技,丰富教学手段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结合现代科技，不仅可以提升

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深入展示和传递优秀传统文化的丰

富内涵。 以二年级上册《黄山奇石》为例，这篇课文生动

描绘了黄山风景区的奇石景观，结合现代科技可以更好地展

示和探索这些奇石的神奇魅力，同时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应用 VR技术

VR可以为学生提供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使他们仿佛

置身于黄山的奇石景观之中，通过 VR眼镜或者平板电脑，

学生可以３６０度全方位地观看和探索《黄山奇石》中描述的

各种奇石，如“仙桃石”“猴子观海”等。 在教学中，教师

可以利用虚拟实境技术创建一个虚拟的黄山景区场景，让学

生自由选择奇石位置和观看角度，从而深入了解每块奇石的

形状、位置及其在自然环境中的独特之处。 沉浸式的学习

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还能够增强他们的空间想

象力和观察力，帮助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黄山奇

石》中所描述的文化内涵。

(二)运用 AR技术

运用 AR技术，可以为学生创造更为生动和互动的学习

体验，使他们能够在现实环境中直观地观察黄山奇石，通过

手机或平板设备上的 AR应用，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实时查看

并与“仙人指路”“金鸡叫天都”等奇石进行互动。 例如，

学生可以通过 AR应用在实体课本或课堂展示屏幕上观看黄

山奇石的三维模型，通过手动操作控制奇石的观看角度和光

线效果，从而深入了解每块奇石的细节和形态特征。 互动

性的学习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观察力和创造力，还能够

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奇石的理解。

(三)整合多媒体教学资源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多媒体教学资源，如视频、音

频、图片等，创建一个丰富多彩的学习环境，深入展示《黄

山奇石》文章中所描绘的各种奇石景观。 结合传统文化的

讲解，如黄山在优秀文化中的地位和历史故事，让学生不仅

在视觉和听觉上获得震撼，还能在文化层面上加深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认同。 通过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学生能

在多感官体验中，深入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语文

学习的趣味性。

指导课外阅读,拓宽文化视野

课外阅读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有效拓

宽学生的视野，特别是传统文化方面。 以三年级下册《富

饶的西沙群岛》为例，教师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指导学生

进行课外阅读，从而拓宽他们的传统文化视野。

(一)结合课文内容，深入了解地方文化

《富饶的西沙群岛》描绘了西沙群岛的美丽风景和丰富

物产，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通过课外阅读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

地方文化。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查找关于西沙群岛及海南地

区的历史背景资料，了解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人文历

史，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还能让他们认

识到西沙群岛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例如，西沙

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

值。 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探索西沙群岛及海南地区的民俗

文化，如当地的传统节日、民间传说和饮食文化等，通过了

解这些地方文化，学生可以感受到不同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

丰富性，增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教师可以组织相关的文

化活动，如展示海南民俗工艺品、播放介绍海南风土人情的

纪录片，或者邀请当地文化专家举办讲座，不仅能够丰富学

生的课外阅读内容，还能激发他们对地方文化的探索欲望。

(二)扩展阅读主题，探索自然与文化的联系

《富饶的西沙群岛》描绘了西沙群岛丰富的自然资源，

教师可以通过扩展阅读主题，帮助学生探索自然与文化的联

系，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与海

洋生态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了解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的运作机制。 例如，了解珊瑚、海参、大龙虾等海洋生

物的生活习性和生态价值，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更深入

地理解西沙群岛的自然美景和物产丰富的原因。 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思考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例如，西沙群

岛的海龟产卵和海鸟栖息对当地渔民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还能让他们认识到传统文化中

的生态智慧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教师还可以组织

学生进行自然观察活动，如参观海洋馆或自然博物馆，实地

了解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 这些实践活动不仅能增强学生

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还能加深他们对自然与文化联系的

理解。

(三)利用社区活动，提升学生文学素养

在当今教育环境中，社区活动作为教学的延伸，不仅可

以帮助学生将课堂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还能够促进其文

学素养的全面发展，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学生可以亲身体验

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情境，从而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社区资源和学生的学习需求，选择适合

的社区活动，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历史建筑、艺

术展览或文化节庆活动，这些活动能够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

受到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 在活动

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记录和思考。 例如，在参观

历史建筑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观察建筑的风格特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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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和文化内涵，与学生分享相关的文学作品，让学生通过

实地考察与文学作品对照，加深对作品背景和情节的理解。

丰富阅读资源,有效利用校园文化资源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丰富的阅读资源，可以很好地促进

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 以二年级上册《坐井观

天》为例，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这一目标。

(一)建设主题阅读区，强化传统文化氛围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坐井观天》的寓意，教师可以

在校园内设立一个专门的主题阅读区。 阅读区不仅可以提

供丰富的阅读材料，还可以通过文化布置和活动，强化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阅读区可以集中摆放与优秀传

统寓言故事、成语故事有关的书籍和资料，这些书籍不仅可

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坐井观天》这类寓言故事，还可以让

他们了解更多的优秀传统故事，拓宽知识面。 例如，《狐假

虎威》《刻舟求剑》等经典寓言故事，都是很好的阅读材

料。 阅读区的布置可以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如挂上具

有寓意的书画作品、展示传统的书法作品等，通过这些视觉

元素，学生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教

师可以定期在阅读区组织一些与寓言故事相关的活动，如故

事会、角色扮演等，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仅可以提高阅读

兴趣，还可以通过实践加深对寓意故事的理解。

(二)利用校园环境，开展传统文化体验式教学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利用校园环境开展传统文化体

验式教学，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帮助他们更直

观地理解和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坐井观天》这

篇课文阅读中，教师可以通过巧妙设计校园环境中的学习活

动，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体验反思。 教师可以利用校园的

花园、操场等开阔区域，设置不同的观察点，组织学生分别

从“井口”(可以用一个小井模拟装置)位置进行观察。

“井”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常见设施，让他们在“井口”亲

身体验不同视角下所看到的景象差异，这种对比观察活动能

够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青蛙和小鸟视野的不同，进而体会到

“坐井观天”的寓意，理解“井”的文化意义。 通过利用校

园环境开展这些体验式教学活动，学生可以在实际体验中获

得对课文内容的深刻理解，并从中领悟到传统文化的智慧和

哲理，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还有效地促进了优秀传

统文化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融合。

(三)发挥图书馆资源优势，开展多样化阅读活动

图书馆是校园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可以充分

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开展多样化的阅读活动，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坐井观天》的文化内涵，并拓宽他们的阅读视野。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图书馆查找与“坐井观天”相关的资料

和书籍，了解成语的由来、背景和寓意。 通过这种自主学

习，学生可以培养独立思考和查找资料的能力，可以推荐一

些相关的书籍，如传统寓言故事集、成语故事精选等，帮助

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优秀传统文化。 图书馆可以组织专题阅

读讲座或讨论会，邀请语文教师，向学生讲解寓言故事的创

作背景和文化内涵，讨论会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还能

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图书馆可以定期举办“成语

故事”主题展览，展示经典的成语故事和相关的书画作品，

通过这些展览，学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成语故事的魅力，进

一步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相

融合，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还能在真实情

境中体验和感受传统文化的内涵。 通过优化课文内容、结

合现代科技、丰富阅读资源以及利用校园环境开展体验式教

学，学生在多维度的学习体验中拓宽视野，增强了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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