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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要弘扬传统文化

[ 作者 ] 钱汉东 

[ 单位 ] 中国作家协会 

[ 摘要 ] 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许多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正在消失。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热衷于外来文

化，他们吃的是洋快餐，看的是日韩动画片，越来越远离自己的传统文化，甚至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冷漠感。今天的青少年很少了解

自己的传统文化，用方块汉字传承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史正面临断链的危险。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特

别是在语文教学中更好地向学子传播传统文化，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 关键词 ] 语文教学;传统文化

       ●我们知道越是国际化，越要民族化。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建设，势在必然。事实上唯有为本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

崇尚的心理，才始终能对人们起到激励和提倡的作用。语文教学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母语非常重要。但是当今的语文教学迷失了最基本的落脚点，甚至出现了许多学生母语使用能力不如外语的现象。世

界各国的母语教育，认字量是一个硬性的和基础性的指标。可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目标，今天却被扭曲和异化了 ●中华传统文化带有鲜明

的过去时代的烙印，它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值得后人重视、传承与发展。当语文教师更要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有相

应的传统文化根基和艺术修养，不但能把古典作品中美的东西阐释出来，还能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

中，许多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正在消失。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热衷于外来文化，他们吃的是洋快餐，看的是日韩动画

片，越来越远离自己的传统文化，甚至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冷漠感。今天的青少年很少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用方块汉字传承的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史正面临断链的危险。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特别是在语文教学中更好地向学子传播传统

文化，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新读写》杂志先后在一些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发现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存在较大的差异。传统文化目前只是以“成语”、“引语”一类的破碎形式，残存于人们话语里，或以“戏说”的方式展现在历史小说之

中。有的青年人连起码的常识都缺乏，不少人不知道元宵节在正月，也不知道端午吃粽子是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节日春节、元宵

节、端午节、中秋节不敌国外的情人节、圣诞节；传统食品汤团、粽子、水饺不如肯德基、麦当劳。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说，一些外国人

认为“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还情有可原，一些中国孩子也这样认为就很可悲了。外语学习越来越红火，孩子从幼儿园起就

上英语课，这不算坏事情，但问题是能否准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值得关注。现在有的大学生连写信都成为问题，阅读古籍文献更是感到困

难。我们在招聘时发现，有的名校博士生、硕士生填一张履历表，字都写得歪歪扭扭，错别字连篇，让人颇感担忧。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

民族历史不了解，就不能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审视眼前的处境。中国以五千年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

有中华文化延续至今。中外文化在多元化的时代更深入地“亲密接触”，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越是国际化，越要民族化。在传统的

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建设，势在必然。事实上唯有为本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才始终能对人们起到激励和提倡的作

用。语文教学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母语非常重要。原全国中学语文

教学研究会会长、著名学者刘国正认为：“中国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如胶似漆，密不可分。多年来，我们对这方面探索甚感不足。学习传

统文化，使语文教育丰富多彩，不再是干巴巴的几条筋，还增进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但是当今的语文教学迷失了最基本的落脚点，甚至

出现了许多学生母语使用能力不如外语的现象。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认字量是一个硬性的和基础性的指标。可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目标，

今天却被扭曲和异化了。我国历史上，通常是由官方公布标准化的学习文本，来推进官学和民间的基础教育，如魏晋时期刊刻“三体石

经”，隋唐以来陆续公布官定的“九经”、“十三经”和“四书”等教本；在民间，几乎同时推出了“千字文”、“百家姓”、“唐诗三

百首”、“三字经”等普及读本；在宫廷还有《文选》、《古文观止》等范本；即便是在科举时代，基础教育读物也体现出较强的实用

性、工具性和传统性。这些经验和资源为今天学习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借鉴。中华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过去时代的烙印，它创成于本民族



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值得后人重视、传承与发展。当然，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教师要认真加以取舍，引导学生学习经典，

让学生沉浸进去，从阅读中获得美感，产生愉悦之情。国家“二期课改”语文教材中，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目前

考试仍采用让学生选择ABC填充式，把作品思想、美感、意境、韵味破坏殆尽。我们认为，语文教师更要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应的传

统文化根基和艺术修养，不但能把古典作品中美的东西阐释出来，还能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老师勤于耕读，成为学识渊博的人，

学生就会敬佩你。反之那些只会背背教学参考书、敲敲笔记本电脑的老师，让学生佩服你是不可能的。世界的眼球已转向了东方。中华传

统文化中，不少是讲和谐礼让、和衷共济的，如各国人民能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就会减少隔阂，增进友谊。但是我们自己对本国的

文化都缺少了解，怎么去说服别人呢？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世界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因素。广大教师要把弘

扬传统文化作为一项历史使命，让中华民族堂堂正正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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