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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同步拓展阅读，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阅

读兴趣，精选了童谣、童话、儿童故事、寓言、神话、

民间故事、古典名著等多种体现传统文化的阅读材料，

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优质的阅读材料，更是培养孩子们

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的重要载体。

借助教材，亲近阅读，亲近经典的传统文化读本，

引导学生由课内走向课外，走向更加广阔深入的阅读视

野，是学生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在低年级的“快乐读书吧”中，表现传统文化的童

谣与儿歌、儿童故事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作品节奏明

快，语言简练，富有童趣，易于诵读和记忆，充满了中

国特色的语言魅力。

中 年 级 的 “ 快 乐 读 书 吧 ” 则 以 童 话 和 寓 言 、 神 话

故事为主。这些作品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寓意深

刻，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中国古代

寓言》《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等，通过奇幻的情节和生

动的人物，向孩子们传递了正义、善良和勇敢的价值观

念。

高 年 级 的 “ 快 乐 读 书 吧 ” 则 引 入 了 更 多 的 民 间 文

学作品、古典文学名著等。如《中国民间故事》《西游

记》等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读本，蕴含丰富的内容和艺术

特色，蕴含着华夏民族的智慧结晶，对孩子们的思想成

长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除“快乐读书吧”指定和推荐书目以外，教师还可

以在随文学习中给学生推荐经典文学作品：学习经典诗

歌如《山居秋暝》，可以给学生推荐诗人王维的系列作

品；学习《精卫填海》，引导学生了解《山海经》；学

习《两茎灯草》，给学生推荐《儒林外史》；在五年级

下学期，结合课文《猴王出世》《草船借箭》的学习，

还可以带领学生共读《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经典篇

章……

在 读 书 过 程 中 ， 应 注 重 师 生 互 动 ， 定 期 开 展 读 书

交流活动。通过带领学生阅读这些文学作品，与作者对

话，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对话，领略古人的智慧和

艺 术 审 美 ， 从 而 增 强 了 对 本 民 族 文 化 的 自 豪 感 和 认 同

感。

结　语

在 小 学 语 文 阅 读 教 学 中 ， 通 过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有

效渗透，找到了与祖先共同的血脉和情感纽带。在形式

多样的阅读实践中，在学生精神土壤上厚植传统文化基

因，才能感受祖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筑牢文化自信

之魂，为其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语文教

师要充分使用好语文教材这一载体，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育人价值，滋养学生心灵，增强学生民族认同感

和自豪感，树立其文化自信，为推动教育强国战略打下

坚实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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