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统文化教学计划六年级(通用8篇)
计划是人们在面对各种挑战和任务时，为了更好地组织和管
理自己的时间、资源和能力而制定的一种指导性工具。通过
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提高工作效率，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和有意义。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传统文化教学计划六年级篇一

学生经过六年的学习，对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了初步
的了解。在七年级语文课本中有《论语十则》，学生对《论
语》的内容有了初步的背诵基础，大多数学生对祖国的文化
表现出较浓郁的兴趣，借此时机，将传统文化精髓灌输课堂
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立志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让学
生做个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国人。

（一）、教学目的要求：

本套教材以齐鲁文化为主，反应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以诵读
原创经典、感怀名人志士、游历名山胜水、品味艺术之乐为
基本活动内容，旨在使民族文化得以血脉相承，使少年儿童
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从而陶冶情操，开启心智，提升
智趣，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激发爱国情感，培养民族气节。

（二）、教材结构：

本册教材包括“经典驿站”“名人长廊”“文艺园林”“风
土画卷”四个单元。

“经典驿站”：学习、谅解中华民族传统原创经典，受益于
千古美文的文化滋养，培养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喜爱之情。

“名人长廊”：学习屈原、王羲之、魏征、文天祥等人的高



尚品质，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文艺园林”感悟到我们民
族语言的魅力，我们中国人情感的美好。

“风土画卷”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丽，领略观赏到流传了上
千年甚至几千年的中国的风情民俗的多姿多彩与丰富的文化
内涵，从这里体味到我们中国人的品格与生活的情趣。

教材基本呈现形式为：“经典回放”（呈现原创经典中精华
部分）；“温馨点击”（借教师之口将作者的思想和教学的
意图呈现出来，提出学习依据，明确学习要求）；“活动广
角”（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生在自主学习、探究、尝
试、交流中完成学习活动）

（三）教材编排原则：

本教材突出了原典性、知识性、情感性、趣味性、实践性和
地方特色，通过诵读、感悟、熏陶、探究、交流、合作等基
本活动方式，达到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目的。具体体现
在以下三方面：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
特点，营造浓厚的探索实践氛围。

2、以提升学生素养为目的，逐步培养其良好得到人文素养，
塑造其诚信向上的民族气节和人生信念。

3、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学习能力，培养其初步的探究学习能
力，形成其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要关注学生的主体性。本教材形式多样活泼，遵循学生的
认知规律，符合学生的心理体验，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良好的
品德。

2、要尊重学生的主动性。教学要以“活”为基础，以“动”



为特征，旨在倡导研究性学习方式。

3、要体现教学过程中的层次性，关注结果没更关注过程。

4、要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

5、注重评价的过程性和激励性。

多媒体，课件等六、教法学法：

自学法、感情诵读法、点拨法、讨论法七、教学时间安排：

每周一课时，每课均一课时。

传统文化教学计划六年级篇二

《传统文化》是经山东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
地方课程，学习传统文化，在研读中华经典的同时，注重国
学思想精髓与当代教育思想的结合，并融入学生创新能力拓
展和研究性学习等内容。通过这些经典内容的学习，能使学
生明白热爱学习，孝敬老人，关爱他人等道理，促进孩子们
身心健康发展。

二、学生现状分析：

本班共有学生15人，由于年龄小，自制能力差，课堂太随便。
受识字少的限制不愿读书，更不愿背诵。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经常走神，说话随便。首先应从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入手，
使他们觉得《传统文化》是一门趣味性很浓的学科，丰富多
彩的画面，和脍炙人口的儿歌，使他们喜欢统文化。

三、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包括九个单元，共有三十四课。



1、“蒙书诵读”单元的内容，是我国古代人民生活经验和智
慧的总结，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

2、“诗歌诵读（一）”单元选取了四首咏物诗，让我们一同
来体会诗人时怎样通过描写一只禅、一朵花、来表达自己情
怀的。

3、“传统节日”单元我们将一起走进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
节，闻一闻端午节的飘香米棕，赏一赏中秋节的如盘明月，
在重阳节观赏菊花、登高望远。

4、“书法名家”单元我们来了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
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

5、“绘画名作”单元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成为我
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

6、“齐鲁名人”单元中齐鲁大地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山
东人的智慧、侠义和忠诚，在这些人物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7、“诗歌诵读（二）”单元选读的几首诗歌，不但告诉我们
怎样学习知识，害告诉我们怎样运用知识，不要做那种只会
读死书、不能应用的书呆子。

8、“名胜古迹“单元我们将一起游览陕西桥上的黄帝陵，骊
山脚下的兵马俑‘在高山峻岭之上蜿蜒起伏的万里长城这些
古代的遗迹,共同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创造。

9、“政治人物”单元让我们走进秦始皇、汉武帝和曹操，看
一看这些古代帝王的雄才大略，评一评他们的功过是非。

10、“宫殿园林”单元将带你走进闻名世界的故宫、风光迷
人的北京颐和园和苏州园林。



四、教学目标

1、能够熟读、背诵这些经典名句，能大体了解其意思。

2、学习了这些经典文章之后，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
精深，能聆听到古代圣贤语重心长的教诲，并能在实际中学
以致用。

3、初步了解绘画、书法、建筑等形式，培养自己热爱中华传
统习俗的感情。

4、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名人、名胜古迹等，能在教师和家长
的帮助下，尝试参加校内外的传统文化活动。

5、逐步产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6、了解传统文明礼仪方面的常识，生活中讲文明，讲礼貌。

7、能自觉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初步具有诚实守信、关心他
人的意识。

五、教学重难点

传统文化教学的重点之一是，经常让学生轻松并有韵律感的
吟诵，倡导学生先求熟读，并初步背诵所学内容；传统文化
教学的重点之二是，在教学中，有许多品德教育渗透其中(尊
敬长辈、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传统文化，注重教育学生，
要用实际行动体现国学的学习内容，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
设，弘扬中华美德。

教学的难点是学生正确理解所学内容；这些蒙学经典都是古
文，古文与白话文相比，会有更多的生僻字和多音字，学生
不容易理解，因此学生初步理解学习内容就成为教学难点，
如果这些难点得到突破，将会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素养。



六、教学措施

1、教学形式多样化。时而教师讲解、时而学生讲故事、时而
读书、讲歇后语比赛等。

2、注重游戏教学。教学中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我将运用游戏
“对句、接龙、找宝藏、小老师”等。

3、注重面向全体和个别差异。集体、小组、个人展示等交错
进行，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

七、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等

八、教学进度

每周三课时。第一学期学习一至五单元。第二学期学习六至
九单元。

传统文化教学计划六年级篇三

《传统文化》是经山东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
地方课程，学习传统文化，在研读中华经典的同时，注重国
学思想精髓与当代教育思想的结合，并融入学生创新能力拓
展和研究性学习等内容。通过这些经典内容的学习，能使学
生明白热爱学习，孝敬老人，关爱他人等道理，促进孩子们
身心健康发展。

学生经过上一学期的学习，对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了
初步的了解。大多数学生能够背诵学过的9篇古诗文，对祖国
的文化表现出较浓郁的兴趣，本学期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立志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让学生做个具有传统文
化素养的人。



本套教材以诵读原创经典为基本活动内容，旨在使民族文化
得以血脉相承，使少年儿童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从而
陶冶情操，开启心智，提升智趣，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激发
爱国情感，培养民族气节。

教材基本呈现形式为：“经典回放”（呈现原创经典中精华
部分）；“温馨点击”（借教师之口将作者的思想和教学的
意图呈现出来，提出学习依据，明确学习要求）；“活动广
角”（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生在自主学习、探究、尝
试、交流中完成学习活动）

本教材突出了原典性、知识性、情感性，通过诵读、感悟、
熏陶、探究、交流、合作等基本活动方式，达到提高学生综
合文化素养的目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
特点，营造浓厚的探索实践氛围。

2、以提升学生素养为目的，逐步培养其良好得到人文素养，
塑造其诚信向上的民族气节和人生信念。

3、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学习能力，培养其初步的探究学习能
力，形成其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能够熟读、背诵这些经典名句。

2、能够理解这些名篇名段的意思。

3、学习了这些经典文章之后，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
精深，能聆听到古代圣贤语重心长的教诲，并能在实际中学
以致用。

培养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学习欲望，正确理解背诵
传统文化中的选文。



根据以上的情况分析和本册的教学目标，本学期的传统文化
教学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要关注学生的主体性。本教材形式多样活泼，遵循学生的
认知规律，符合学生的心理体验，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良好的
品德。

2、要尊重学生的主动性。教学要以“活”为基础，以“动”
为特征，旨在倡导研究性学习方式。

3、要体现教学过程中的层次性，关注结果更关注过程。

4、要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

5、注重评价的过程性和激励性。

自学法、感情诵读法、点拨法、讨论法

每课一课时

传统文化教学计划六年级篇四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
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高职
传统文化的教学计划，欢迎大家的阅读。

中华传统文化，蕴天地之精神灵魂，藏天地之生命力量，以
永不竭息的生命力量孕育着人类生生不息，以永不竭尽的智
慧光明，照耀着每一个众生。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启
蒙教育，旨在使民族文化得以血脉相承使学生受到中华传统
文化的滋养，从而陶冶情操，开启心智，提升志趣，提高综
合文化素养，激发爱国情感，培养民族气节。

1、使学生喜欢经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熟读成



诵。

2、初步掌握经典诵读的方法，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

3、基本了解诵读内容，提高语文素养。

4、训练学生掌握声韵格律，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
练，从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1、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汇编（第三册）中的《大学》。

2、弟子规中的总叙及〈入则孝〉。

3、千字文选句: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珍李柰,菜重芥姜。

4、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国学内容。

1、以诵读为主,教学形式多样化。教师讲解、学生讲故事、
读书、多形式诵读比赛等。

2、充分利用多媒体平台,播放视频、录音等,让学生直观地感
知、理解所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国学的积极性。

3、注重游戏教学。教学中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合理运用游戏
“对句、接 龙、找宝藏、小老师”等。

4、注重面向全体和个别差异。集体、小组、个人展示等交错
进行，使每 一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最终达到
人人熟读成诵的目标。

5、充分利用班级墙报,年级宣传栏等营造浓郁的传统文化氛
围。

第一学期



第三周 语文园地一中的对联：

雾锁山头山锁雾

天连水尾水连天

绿水本无忧 因风皱面

青山原不老 为雪白头

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

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重重叠叠山 曲曲环环路

丁丁冬冬泉 高高下下树

古诗两首：

《题西林壁》《游山西村》

第四周《弟子规》总叙 入则孝 (初学,正音)

第七周《大学》第二段

第八周《大学》第三段

第九周《大学》第四段

第十周《大学》第五段

第十一周 语文园地五中的对联：

一径竹阴云满地



半帘花影月笼纱 （北京颐和园月波楼）

树红树碧高低影

烟淡烟浓远近秋 （四川青城山真武殿）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山东济南大明湖)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遥山皆有情 （江苏苏州沧浪亭）

大学》第六段

第十二周 古诗两首：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元二使安西》

第十三周《大学》第七段

古诗：《过故人庄》

第十四周《大学》第八段

第十五周 语文园地七中的名言：

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

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刘备）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



渊明）

第十六周《大学》第九段

第二学期

第一周 古诗词三首：

《独坐敬亭山》 《望洞庭》 《忆江南》

第二周 复习《大学》一至九段及弟子规

第三周 语文园地一中的古诗名句：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

几行红叶树，无数夕阳山。（王士禛）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

浮天水送无情树，带雨云埋一半山。（辛弃疾）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

第四周《大学》第十段

第五周 语文园地二中的名言：

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
王上》

第六周《大学》第十一段

第七周《大学》第十二段

第八周《大学》第十三段

第九周《大学》第十四段

第十周《大学》第十五段

第十一周《大学》第十六段

语文园地六中的古诗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赵师秀）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王驾）

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白居易）

第十二周 古诗词三首 ：

《乡村四月》 《四时田园杂兴》 《渔歌子》 第十三周《大
学》第十七段



第十四周《大学》第十八段

第十五周 语文园地八中的歇后语：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

早开的红梅——一枝独秀

砌墙的石头——后来居上

关羽失荆州——骄兵必败

王羲之写字——入木三分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第十六周 复习

传统文化教学计划六年级篇五

内容：

第一讲 绪 论： 2学时

使学生了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学习中国历史
与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了解该课程需要学习的重点与难点内
容、教学要求、教学安排等等。

学习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目的和意义：文化的概念、分类
及结构;学习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中国历史与传统
文化课的基本内容;学习的重点、难点内容、教学要求、教学
安排等。

学习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讲 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传统文化产生的背
景 4学时

使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并从中总结出
相关的规律。同时使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产生，
受到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血缘宗法制度的影响。

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雏形期、定
型期、强化期及转型期;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大陆地
理环境，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血缘宗法制度。

怎样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

第三讲 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危机与转变 6学时

教学目的是要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
过程中，与时俱进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认识文化是一个国家
综合实力的反映，认识到传统文化只有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
才能永保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危机与两次转变;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文
化论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传统文化在台湾。

观看资料片：诗词欣赏。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的
诗词是继承传统，并发扬光大的典范之作。

1、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角地位，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严
重的冲击?

2、近代中国出现反传统文化极端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讲 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作用 4学时

使学生了解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国各
民族人民所共同创造的。



1、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蛮戎狄夷在“汉族”形成
中的作用;少数民族充实了汉族，汉族也充实了少数民族;少
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区域性政权为中国统一准备了条件;元、清
两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近代以来少数民族的反帝爱国斗争。

放映反映南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的影像资料：《南方少
数民族》，使学生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
解和认识。

1、中国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哪些贡献?

2、中国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哪些贡献?

第五讲 儒家和道家哲学 4学时

使学生了解儒家和道家哲学的主要内容，同时了解中国传统
哲学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家和道家主要思想内容介绍;儒家和道家哲学对中国历史与
传统文化的影响。

1、道家和儒家哲学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2、道家和儒家哲学思想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有哪些影响?

第六讲 佛教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4学时

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佛教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知识水平，同时使学生对当今社会的宗教
现象有正确地认识。

佛教的传播;佛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佛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学生可参观一些宗教建筑场所，以便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



1、佛教对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有哪些?

2、佛教在中国历史中有哪些作用?

第七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 4学时

使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
伦理观念等，了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体现中华
民族蓬勃向上精神的主要思想观念。

强大的生命力和内聚力，突出的人文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
息的精神;重名誉尚气节的人格精神。

参观古代建筑，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基本功能。

1、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有哪些?

2、你认为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内容是什么?

第八讲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4学时

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的主要技术发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
展的特点，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讨论：中西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不同的原因。

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2、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有哪些?

第九讲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2学时

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把握中国军



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内在联
系，了解中西军事文化的差异，建立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在
现代军事及社会生活中地位与作用的正确认识，培养大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军事思
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参观：军事博物馆;

讨论：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当代国际政治军事斗争
的影响

录像：《孙子兵法》

1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特点?

2 、如何看待当前的《孙子兵法》热?

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以班级为单位，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
主要包括：传统建筑，民俗地区等，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成果展示，并以此作为平时成绩的依据之
一。

本课程可采取两种考核方式：

1. 课堂闭卷或开卷考试

2. 写课程论文或报告

1、《中国传统文化》金鸣娟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中国传统文化》 张岂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3、《中国文化概论》 金元浦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传统文化教学计划六年级篇六

一、学生现状分析：

四年级共有63名学生。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对我国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在一年级，学生对古诗文的
内容有了初步的背诵基础，大多数学生对祖国的文化表现出
较浓郁的兴趣，借此时机，将传统文化精髓灌输课堂中，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立志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让学做个具
有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国人。

二、教材分析 《传统文化》是经山东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
会审查通过的地方课程，学习传统文化，在研读中华经典的
同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思想的结合，并融入学
生创新能力拓展和研究性学习等内容。本册教材包括两个单元
《经典驿站》和《艺术乐园》，共有十八课。当你畅游于这
套教材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世界。在“经
典驿站”里，你会感悟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会聆听到古
代圣贤关于做人、处事的语重心长的教诲；你还会学到读书
的方法和道理，会欣赏到具有浓郁民族文化气息的风景人物，
每篇文章都是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精华之作；在“艺术乐
园”里，你会领略到流传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中国的民族
艺术„„当你知道了这一切，你一定会情不自禁的发出一声感
叹：做一个中国人，真好！

三、教学目标

1、能够熟读、背诵这些经典名句。注意养成正确读书姿势。

2、能够理解这些名篇名段的意思。结合文章内容，到生活中
区实践。



3、学习了这些经典文章之后，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
精深，能聆听到古代圣贤语重心长的教诲，并能在实际中学
以致用。

4、通过这些经典内容的学习，能使学生明白生在中国，长在
中国，当然要做一个真正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做一个
真正的中国人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需要好好的学习这一道
理。

四、教学重难点

传统文化教学的重点之一是，经常让学生轻松并有韵律感的
吟诵，倡导学生先求熟读，并初步背诵所学内容；传统文化
教学的重点之二是，在教学中，有许多品德教育渗透其中(尊
敬长辈、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注重教育学生，要用实际
行动体现国学的学习内容，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

传统文化教学的难点是学生正确理解所学内容；这些蒙学经
典都是古文，古文与白话文相比，会有更多的生僻字和多音
字，学生不容易理解，因此学生初步理解学习内容就成为教
学难点，如果这些难点得到突破，将会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
素养。

五、教学措施

1、教学形式多样化。时而教师讲解、时而学生讲故事、时而
读书、讲歇后语比赛等。

2、注重游戏教学。教学中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我将运用游戏
“对句、接龙、找宝藏、小老师”等。

3、注重面向全体和个别差异。集体、小组、个人展示等交错
进行，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



六、教学进度： 每周一课时

（一）第十

一、十二周《 名贤集》(二)第十

三、十四周《幼女词》 第十五十六周复习第十

七、十八周 复习

传统文化教学计划六年级篇七

学生经过学习，对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七年级语文课本中有《论语·十则》，学生对《论语》的
内容有了初步的背诵基础，大多数学生对祖国的文化表现出
较浓郁的兴趣，借此时机，将传统文化精髓灌输课堂中，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立志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让学生做个
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国人。

本册教材包括十个单元，共有34课。当你畅游于这套教材的
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世界。你会感悟到我们
民族语言的'魅力，会聆听到古代圣贤关于做人、处事的语重
心长的教诲，会学到读书的方法和道理，会领略到流传了上
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中国的民族艺术。

传统文化教学计划六年级篇八

中华传统文化，蕴天地之精神灵魂，藏天地之生命力量，以
永不竭息的生命力量孕育着人类生生不息，以永不竭尽的智
慧光明，照耀着每一个众生。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启
蒙教育，旨在使民族文化得以血脉相承使学生受到中华传统
文化的滋养，从而陶冶情操，开启心智，提升志趣，提高综
合文化素养，激发爱国情感，培养民族气节。



1、使学生喜欢经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熟读成
诵。

2、初步掌握经典诵读的方法，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

3、基本了解诵读内容，提高语文素养。

4、训练学生掌握声韵格律，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
练，从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1、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汇编（第三册）中的`《大学》。

2、弟子规中的总叙及〈入则孝〉。

3、千字文选句: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珍李柰,菜重芥姜。

4、初三语文课本中的国学内容。

1、以诵读为主,教学形式多样化。教师讲解、学生讲故事、
读书、多形式诵读比赛等。

2、充分利用多媒体平台,播放视频、录音等,让学生直观地感
知、理解所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国学的积极性。

3、注重游戏教学。教学中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合理运用游戏
“对句、接龙、找宝藏、小老师”等。

4、注重面向全体和个别差异。集体、小组、个人展示等交错
进行，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最终达到人
人熟读成诵的目标。

5、充分利用班级墙报,年级宣传栏等营造浓郁的传统文化氛
围。

第一学期



第三周语文园地一中的对联：

雾锁山头山锁雾

天连水尾水连天

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

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

丁丁冬冬泉高高下下树

古诗两首：

《题西林壁》《游山西村》

第四周《弟子规》总叙入则孝(初学,正音)

第七周《大学》第二段

第八周《大学》第三段

第九周《大学》第四段

第十周《大学》第五段

第十一周语文园地五中的对联：

一径竹阴云满地



半帘花影月笼纱（北京颐和园月波楼）

树红树碧高低影

烟淡烟浓远近秋（四川青城山真武殿）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山东济南大明湖)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遥山皆有情（江苏苏州沧浪亭）

《大学》第六段

第十二周古诗两首：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元二使安西》

第十三周《大学》第七段

古诗：《过故人庄》

第十四周《大学》第八段

第十五周语文园地七中的名言：

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

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刘备）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



渊明）

第十六周《大学》第九段

第二学期

第一周古诗词三首：

《独坐敬亭山》《望洞庭》《忆江南》

第二周复习《大学》一至九段及弟子规

第三周语文园地一中的古诗名句：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

几行红叶树，无数夕阳山。（王士禛）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

浮天水送无情树，带雨云埋一半山。（辛弃疾）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

第四周《大学》第十段

第五周语文园地二中的名言：

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
王上》

第六周《大学》第十一段

第七周《大学》第十二段

第八周《大学》第十三段

第九周《大学》第十四段

第十周《大学》第十五段

第十一周《大学》第十六段

语文园地六中的古诗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赵师秀）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王驾）

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白居易）

第十二周古诗词三首：

《乡村四月》《四时田园杂兴》《渔歌子》第十三周《大学》
第十七段



第十四周《大学》第十八段

第十五周语文园地八中的歇后语：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

早开的红梅——一枝独秀

砌墙的石头——后来居上

关羽失荆州——骄兵必败

王羲之写字——入木三分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第十六周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