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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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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近日，我们通过对大中小学课本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后发现：
现在大中小学课本中，传统文化的分量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中华民族的根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是开拓创
新的民族经过长时间的淘漉和历史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精彩浓缩，记录风雨，贮藏丰碑，凝结精
魂，激励后辈自从盘古开天地后，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
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不仅创造了无穷无尽的物
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
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
句句箴言，滋润心田，教我做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智慧之果，闪烁聪慧，展示魅力，开启脑力，启迪子
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陈酿，历经沧桑，
遗存华章，哺育华夏，福及人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
增值的民族资本，璀璨夺目，点墨是金，亘古常青，价值永
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培育气度，
激励自信，陶冶人格，塑造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精深厚重，传承文明，营养无限，永屹世林。



2、当今的大中小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格状况需要国学

（1）积累文化底蕴，培植创新的悟性和灵性语文教学中要引
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情趣，在丰富生活阅历中不断积
累文化底蕴；要在熟读的基础上，抓住有一定内涵的词句去
感悟课文的整体美；要注意抓住课文耐人寻味处、意义深远
点，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去感悟课文的意境美、内涵美，
体验文化美感；要引导学生涵咏富有人情味和浪漫情调、诗
情画意的优美词句，领悟课文的艺术美、情感美，体验文化
情趣，使学生的灵性和悟性如枝头上的嫩芽在春雨沐浴中焕
发生命活力。

4、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其文化品位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功利主义思想泛滥，高职
教育也难免受其影响，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能轻人文，以致
于不少学生对传统的记忆日渐淡漠，人文知识几乎一片空
白“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的开设，为学生学习本专业领域
以外的知识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生人文
知识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丰厚，典
雅高贵，意境深远自然与社会，形式与内容，往往表现为高
度、美妙的统一??不只是具有映入眼帘的外在形式上的艺术
之美，更可贵的是格调高雅、陶冶情操的主导精神闪烁其
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和文化修养，提高个人的文化品味大有裨益。

5、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
展的关注，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核心内
容。

大学生具有许多的优点和特点，如敢于挑战传统，乐于接受
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关注时势，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注重



实践，动手能力强，等等但是，在社会不良思潮的冲击下，
部分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缺少对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态度，
缺少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爱因此，大学的素质教育最
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
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儒家注重涵
养“君子”品格，倡导“仁爱”精神；墨家主张“兼相爱，
交相利”；道家强调“无欲”、“无为”、“无争”这些思
想主张，提倡人与人和谐相处，互爱互助，蕴涵了无尽的人
文关怀，是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塑造健全人格的珍贵资源。

思考：

我想必须经过一番寒彻骨，中国传统文化最终还是要发展成
一个主流趋势,在将来的发展中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我
们如何在这股趋势中更好的发展自我？《中华文化概论》中
说到：诵读国学文化经典应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必修课。

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培养良好品德，塑造健康人格国学经典
中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做人、做事、从政的道理，蕴涵着许
许多多关于理想、志向、气概、胸襟、正气、情操、奉献、
修身等哲理真理，只要少年儿童坚持从小诵读国学经典，他
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慢慢发生深刻的变化，他
们就会逐渐变成知书达礼，积极向上，行为规范，品德良好，
人格健康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公民、好人才。

总结：

总之，通过学习国学文化经典，让学生切实打下扎实的文化
功底，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不再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出现断层现象，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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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高中语文课程教学中，应该有效地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以加强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产
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更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采取诸如通过发掘教材渗透
传统文化知识，建构平台引领兴趣培养，结合活动促成素养
养成等策略，使传统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有效传承。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 传统文化 策略分析

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是最为珍贵的宝藏之一，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命脉。高中语文教学应当承担传承中华优良传统文化
的伟大使命，在课程教学中，应该有效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的相关内容，使得学生们在提高成绩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做传
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宣传者。本文对于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
传承传统文化做了以下分析。

1.促进学生道德素养的养成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传承着很多优秀的传统美德。在高中语
文教学课堂中进行相关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能让学生从先贤
圣哲的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学生通過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
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
能够通过感受了解我们民族的道德信仰和精神内涵，来培养
个体的理想人格，建构自身的道德素养。

2.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美的传统艺术和优秀的文学作品等。
在学习的过程中，其中蕴含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之美足以引起
学生的兴趣。在语文课堂上，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事中主



人公的经历，更好地去理解故事所传达的人生哲理，这种有
感情的教学内容会让学生们更乐于理解接受，在慢慢的教学
渗透中激发出对于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更好地成为传统文
化的宣传者。

3.加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源泉，
我国在努力加强文化软实力，想要成为文化软实力强国的国
家，显而易见我国对人文文化的重视程度。如今是互联网非
常发达的时代，在如此自由的文化大环境下，我们国家的传
统文化也遭到了很多外来文化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了
我国学生缺乏对传统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接受的结果，所以如
果从高中语文课程中开始认真渗透传统文化，让学生们更好
地理解传统文化，通过如此的知识传播可以让传统知识更好
地在现代化社会发展，让我国的经典有了新的定义和内容，
为中国的文化增添坚定力量。

1.立足教材，加强传统文化知识的渗透

高中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文言文、古诗词，这是传统文化
知识的重要载体。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发掘教材中
传统文化的因子，以课本教学为基点来达到教学传统文化的
目标。例如可以采用分类别科的归纳法整理知识，使学生深
入了解并感受传统文化知识。教师可以通过此举拓宽和深化
课堂教学，更可以由此让学生走近内容丰富层次多样的传统
文化世界，汲取营养，感受魅力。

2.构建平台，引领传统文化兴趣的培养

语文是进入课堂的基础教育，承载着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责
任，在按照新课标教材的基础上，教师应努力将传统文化和
高中语文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让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平台。如在课堂上，可以借助于现代



科学技术来营造氛围，让学生从视听多种感官品味传统文化
中的韵味。又如进行开设传统文化知识讲座，设置校本教学
课程，建构跨学科教学模式等手段，让学生充当受教方、研
究者、宣传者等多种角色，多角度理解传统文化，让语文学
科发挥其自身价值，使学生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越发紧密。

3.结合活动，促成传统文化素养的养成

高中语文的教学是以养成学生高质量的语文素养为目标的，
课堂教学和课后活动的结合是非常有效的教学手段。教师要
抓住时令、节日、地方文化特色等契机，努力营造适合传统
文化的学习活动氛围，组织诸如吟诵、创作、古代礼仪、艺
术表演等各种传统文化活动。“纸上谈来终觉浅”，实践证
明，这样的活动手段是学生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最直观的有效
手段。学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这甚至
可以巧妙帮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底蕴，从而接受道德
的熏陶和精神的引领，养成富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品质和
素养。

结束语

语文作为文化载体，决定了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
性，也是每个阶段学生的必修课。高中语文教学类型多种多
样，在新式教学的基础上，要懂得将传统文化与课本教材相
结合，把优秀的古代文学逐渐渗透进课程之中。中国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利于帮助学生们构建深厚的文化
底蕴，脱离开仅仅讲“分数战”的单一刻板思维，提高对古
文经典作品的兴趣，从自身出发，能够多方面、多角度地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处，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丰
富了语文知识的同时也形成了高尚的品德，提高欣赏鉴赏能
力，找到自身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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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之荣幸的参加了宁海县的首届公民道德公益大讲堂，
本次大讲堂的主题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有道德的人”，
大讲堂的目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再现中华盛世”。

谈起“中华文化”这四个字，使人自然而然的想起了一句话叫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这是教科书中常见的
用来描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句话，可是，要是问到什么是中
华传统文化，又有几个人能回答上来呢？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引起了我的反思，身为一名中国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
却不知道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我想这是让我自愧的事情，
更是让我痛心的事情。

虽是短短四天的学习时间，却是让我受益匪浅，感悟颇深，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向大家阐述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因为连我也正处在认识和学习中华文传统化的道路上，
我知道，要想要真正的领悟几千年前的古圣先贤传承下来的
智慧和真理，是要我的用一生时光来学习和践行的！我能做
的就是做好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
做一个有道德的中国人！



就谈谈我这四天来学习的感受吧！

大讲堂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除此之外还有
免费的午餐和学习资料，还有免费的纪念品！这样的公益活
动已经很少见了。据我所知，参加大讲堂的义工是五百多人，
想必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义工”，就是除了要干最脏最累的
活以外，他们的付出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我所要讲的不仅仅
是义工的概念，而是他们身上令人尊敬的品德，见人鞠躬一
定达到九十度，无论对方年龄大小都称呼为“老师”，每一
次台下观众鼓掌，站在一旁的义工们必是鞠躬表示感谢，四
天来，我看见的加上我没看见的，我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义工
鞠了多少次躬，真的是数也数不清。在这些义工当中，上至
八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十一二岁的儿童，在我看来，我们这
些人哪里称得上是“老师”啊？他们，才是我要学习和尊重
的老师啊！

这些义工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想说一句，感恩，
感谢！

在每天到达会场之后，都会诵读《弟子规》，全场三千多人，
诵读经典，有些甚至过目不忘，我记忆最深的就是“父母呼，
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这是为人子的道理。有一位讲师
说，中华传统文化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孝”字，两个字
就是“道德”二字，还有一位讲师说过，《弟子规》不仅仅
是儿童的规，更是做人的规，确实，《弟子规》中许多都是
做人处事的道理。对待父母要“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
行勿懒”；对待兄弟朋友要“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
在中”；对待自己的行为要“朝早起，夜眠迟；老易至，惜
此时”；与他人相处则要“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
载”等等做人处事的道理不胜枚举。

讲课的内容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仅凭我三言两语是无法阐
述和描述清楚的。



在一场场的讲课中，感动之处可以让人痛哭流涕，激动之处
可以让人手掌发麻，几次我都是眼含热泪，哽咽低头，就在
举行闭幕式，观看讲课花絮时，我从屏幕上看到一行字：义
工们不忍心浪费一粒粮食。屏幕上出现的是收拾饭盒的义工
们，面带微笑的在吃从观众手中收回的饭盒中的剩菜剩饭，
有些还看见镜头不好意思的躲开了，这时，我再也无法把他
们吃剩菜剩饭的镜头看完了，我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眼中的泪
水，低下头，任由泪水在我的脸颊上滑落，脸上是痛苦的表
情，心中更似针扎。满脑子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虽然我这四天把自己的饭菜全吃的一干二净，但是还是觉得
内心是深深地自责和痛苦。

也许，面对这五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还很小，
还很不懂事，但是我知道，我有义务和责任，弘扬和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在现在的今天，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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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传统文化那可是数不胜数，而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
这春节了。

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象征团结、兴旺，对
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如何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
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
传至今。其中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吃饺子。吃饺子之前当然
要包饺子啊。我为了能吃上美味的饺子，便自己动上手。

想吃饺子就要包饺子，这饺子可不是很容易做的。包饺子之
前首先要和面。我倒了一些面放在盆里，又拿碗倒了一些水
放了进去。刚开始水倒少了，揉出来的面拿起来向下掉面渣。
又加了点水之后，面又都粘在我手上。哎，水总是加的不合
适，光和面就这么难，等到吃上饺子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又加
了一点干的面粉，面总算弄好了。可是一听妈妈说面还要放
半个小时，真等的我不耐烦了。面好了我等不及的冲到面旁



边，拿出一小块面学着妈妈以前包饺子的动作把面揉成一个
细长条。

结果揉的一节粗一节细的还好揉了好长时间终于揉好了。我
突然想：既然饺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了下来，饺子就一
定很美味，但是肯定有一定的制作难度。为了吃上美味的饺
子努力!接下来开始把面切成小块，再继续擀皮。擀皮是最难
的事了，也是重中之重。如果皮薄了饺子容易破，如果皮厚
了饺子馅熟了皮没熟。我把一小块一小块的面按成了可爱的
小柿饼大小，便准备擀皮了。我一手拿着小饼，一手拿着擀
面杖擀饺子皮。哎，像妈妈那样擀皮好难啊，我实在学不会
最后我就像擀大饼一样擀了饺子皮。

虽然方法笨拙但是效果还是不错。该包饺子了，妈妈给我做
了我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馅。我拿起擀好的皮在妈妈的旁边学
着包饺子。包出一个饺子之后突然觉得包饺子不是那么困难。
终于包好了开始煮了，我在锅的旁边盼着饺子煮熟。看着饺
子在过的翻腾如同一条条白色的鱼在欢乐的游戏。饺子煮熟
了!嘴里吃着饺子心里说不出的开心。霎时，我觉得我离中国
的传统文化也近了一步。

传承传统文化共度中秋佳节的手抄报篇五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是一个讲究品德教育、个人修养的民族，
一个甜蜜的微笑，一种执著的追求，一次慰藉人心的宽容，
融会成美德赞颂曲上一个个拨动人心的音符。

谦让这个词语对人们即陌生又熟悉，早在很多年以前，我们
的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学会谦让，随着时间的流失，在我们的
记忆里谦让这个词已渐渐淡忘了……记得有一次，我站在104
路车上，人很多，座位都做满了人。到了宛平南路这一站时，
上来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还带着一位年幼的小孙子，
居然没有人让座。那位老奶奶领着孙子从车门口一直走到车



尾，可满车的人却毫不在乎，视若无睹。坐着的人心安理得，
连正眼都不去瞧一下他们。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看着这一老
一少。每次到一个站点，都会播放“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请您……”我想，这是在浪费电。我听了几百遍
了，想必经常做车的人听了不止100遍，而今天，满座的人，
面对他们却不加理睬。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哈尔滨市一家企业公开招
聘人员，一位前来应聘的女大学生，各方面素质相当不错，
就因为她多次主动给别人让座，被招聘单位说成是“缺乏竞
争意识”而拒绝聘用。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让座
只是我们应尽的一种义务。现在，人们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
很重，谁也不愿意吃个亏——正如让座这个简单的动作。此
刻的让座已成了那变质的面包，像个足球似的被人们踢来踢
去。

我们大家在学校里也会有一些事发生。但同学与同学之间，
也是应该要互相谦让的，我们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使人与人之间也将变得更加美好。

前进的路已经为我们铺好，下一步，就是要我们顽强的走下
去，事在人为，我们首先就是要具备中学生的美德，具备我
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没有美德的人，不算高尚，别让陋习沾
染如花的青春，更别让陋习陪伴你度过最美好的人生!让我们
的校园从此绽放美丽，让我们的社会迸发出文明的火花，让
我们抱文明，和美德手拉手，结伴同行!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选作文篇二：

传承传统文化共度中秋佳节的手抄报篇六

广大的青年大学生朋友们：



几年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的颁布与推广，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在逐年
增加，尤其是近些年韩国申请端午节、中医、活字印刷为韩
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内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毫无疑
问民族传统文化无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保护
和维护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就必须要增强意识从我身边做起，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倡议：

一、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提高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
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多了解有
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熟悉自己民族文化的内涵才
能更好地弘扬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二、从我做起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一方面多向亲朋
好友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可
以利用学校的便利条件与学校和学生会各部门联系，定期开
展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或者班会，并且可以出版一些期
刊杂志分发给同学们，让我们的大学中形成一种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的氛围。

三、有经济条件的同学还可以组成类似旅游观光社团，到一
些民族文化气息比较浓郁的地方去旅游观光，如河南开封，
陕西西安，或者天津北京等地可以增强同学们的认识水平并
且真正激起同学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致力保护的.决心。

总之，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瑰宝，是
我们祖先留给我们最丰厚的礼品，但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民
族文化却在正走向非常尴尬的境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任
务更是迫在眉睫，所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行动起来让
我们一起加入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来，为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展贡献出我们的一分微薄之力。

倡议人：xxxx



日期：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