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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文化瑰宝，对国家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均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其影响
力也是十分深远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也在不断地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我国
现代教育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将传统文化合理的融入语文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
育，保证学生能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让学生更好地感悟以及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古诗词教学是高
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古诗词教学中，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对积极落实
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也有重要作用，本篇文章主要分析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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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教育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华传统

文化的教育价值也愈加的突出，影响范围也逐渐地扩
大，已经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关注，加强中华传统文
化的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古诗词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同时古诗
词也是我国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载体，为
学生学习和掌握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有效的路径，更
是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所以教师应该
加强对古诗词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视，并使
用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古诗
词教学中，进而有效地提高古诗词以及传统文化的教
育效果，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继承和弘扬。
二、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教
育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发展
和完善，而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形态，对国家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如今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
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内容。而古诗词
作为重要的文体形式，其中蕴含丰富的中华传统文
化，所以借助古诗词教学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是十
分有必要的。

高中作为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将中华传统文化
融入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对学生的学习以及发展
有重要意义。首先，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辅助古
诗词教学的开展，有利于促进高中生语文综合素质的
发展。古诗词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古
诗词本就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华传统
文化的教育上有很大的优势，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不
仅可以丰富古诗词教学的内容，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
古诗词学习兴趣，长远来看，这对学生语文综合素质
的培养和提升大有益处; 其次，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
高中古诗词教学中，可以健全和完善高中生的人格，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古诗
词中，蕴含有很多爱国情怀或者朋友之间真挚的情
谊，通过学习这些内容，可以更好地加强对学生人格

的塑造和培养，通过学习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
弥补学生的人格缺陷，指导学生养成健全的品质和人
格; 最后，有利于加强高中生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更好
地继承和弘扬我国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融入中华传
统文化，可以加强高中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学习，提高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而产生强烈的爱国情怀，可以有效地实现中华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三、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的现状

目前，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
得以有效地渗透，主要就是高中古诗词教学中还存在
一定的问题，阻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主要存在
以下方面的问题。

( 一) 古诗词教学定位不当
实际上，古诗词经过了历史的洗礼和沉淀，如今

课本上所流传的往往是精华的内容，而且具有明显的
历史特征。然而对于高中生来说，往往这些具有历史
性的内容在理解上有很大难度，再加上教师对古诗词
的教学定位不当，忽视了古诗词中传统文学的内涵，
往往注重讲解古诗词中个体字词的讲解，导致出现了
很大的偏差，学生就更加难以理解和学习古诗词，而
且也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

( 二) 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
如今尽管古诗词受到了教师的重视和关注，但是

在实际的教学中，并没有确定明确的古诗词教学目
标，而且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依旧实施传统教学方
法，也就是灌输式的古诗词教学，被动学习情况严重，
课堂上存在严重的“一边倒”问题，往往重视古诗词
内容的讲解，并没有深入分析其中的传统文化精神和
内涵，目标不明确加上教学模式单一，很容易影响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甚至学生还会出现厌学的心理。

( 三) 教学内容与课本脱离
在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学内容与课本脱离

也是一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教师往
往重视对古诗词内容的讲解和分析，忽视了其中思想
和情感的解析，导致古诗词的文学特征无法展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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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与课本出现了偏离; 其次，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
往往对文言文的重视要高于古诗词教学，认为学习文
言文是学好古诗词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同时也缺乏对
传统文化内涵的正确了解，只能空洞的分析内容，导
致形式化教学比较严重，这些都对传统文化的融入和
渗透产生了阻碍，难以让学生领悟传统文化的内涵和
魅力，对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和 弘 扬 也 有 不 利 的
影响。
四、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
策略方法

( 一) 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
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古诗词教学中，需要营

造一个良好的传统文化学习氛围，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融入做好铺垫，引导学生主动的探索古诗词中的传统
文化内容，加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进而提高学生的古诗词学习效率。比如说在学习《念
女娇·赤壁怀古》时，教师就可以结合古诗词内容，为
学生配上一首气势磅礴的音乐以及相关的视频，并带
领学生去诵读诗词，感悟诗词中蕴含的情感变化，利
用音乐以及情境，共同为学生营造出良好的传统文化
学习氛围，加深学生对诗词的理解以及感悟，丰富学
生的学习体验，将学生带入到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
内，从而更好地感悟和认同中华传统文化，让学生在
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
更好地促进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 二) 深入挖掘古诗词中中华传统文化内涵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古诗词

的内容在选材上经过精挑细选，所纳入课本的古诗词
内容都是十分精炼且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每一篇古诗
词都蕴涵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所以教师在具
体的教学过程中，要深入的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传统
文化内涵，并将其作为古诗词学习的重点任务，从而
无形中强化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以及认
同。比如说在学习《离骚》这一古诗词时，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从字里行间感悟和体验屈原的爱国情怀以
及洁身自好的人格魅力，来加强对我国古代诗人情感
以及态度的分析和感悟，进而无形中强化高中生的爱
国情怀，引导高中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
人生观。再或者比如学习《孔雀东南飞》，就可以深
入诗词中，为学生讲解一下关于古代婚姻制度的知
识，并结合诗词中二人悲剧的婚姻情况，去感悟古人
对美好情感的追求，进而引导高中生树立正确的爱情
观。通过深入诗词内容，去挖掘隐藏的中华传统文
化，帮助学生在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
自我价值观以及人格的完善，进而更好地提高高中生
的古诗词学习效率以及语文综合素质。

( 三) 借 助 群 文 阅 读，强 化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影
响力

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其中很多古诗词所要表达的
传统文化精神内涵都是类似的，所以在具体的教学
中，教师就可以借助群文阅读这种新的阅读方法，将
同样主体的古诗词进行对比阅读，从而来加强对古诗
词中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强化中华传统文化
的教育影响力，提高学生的古诗词学习效率，从而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不断地丰富学
生的精神内涵。比如说《氓》《孔雀东南飞》以及《长
恨歌》，其均是以人生感悟以及待人处事为主题，就可
以将三篇诗文进行共同对比阅读，从中感悟出人生哲
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体
验，进而有效地促进高中生精神层面的完善发展。

( 四) 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扩展
实际上，高中教材中古诗词内容有限，其中所蕴

含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有限的，所以教师更应该打破
教材的限制，以教材为基础，不断地丰富和扩展相关
的中华传统文化，扩展学生中华传统文化知识面。比
如说在学习完《离骚》后，就可以将端午节以及其他
中华文化传统节日的来历以及习俗以故事的形式讲
述给学生，还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进行辅助，加强学
生对中华传统节日的理解，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相关
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比如对古诗词内容进行话剧的
重现，开展表演活动，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古诗词竞
赛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
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古诗
词学习效率。
五、结语

总之，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是渗透和开展中华传
统文化的有效路径，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古
诗词学习以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继承和弘扬均有重
要意义，所以教师应该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入，探
索多种有效的策略和方法，将中华传统文化合理的落
实到古诗词教学中，让古诗词教学以及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能够得到共同的发展和提升，强化中华传统文化
的教育价值和影响力，促进高中生更全面的学习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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