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传统文化课教学设计案例(实
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传统文化课教学设计案例篇一

根据教育局文件精神和学校的整体教学工作计划，特制定本
学期地方课程工作计划如下：

二、教学目标

1、通过对民族风俗习惯的学习，进一步认识我国是一个多民
族的国家，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加强民族团结对国家的发展
至关重要。

2、了解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学生牢记我国是由五十六
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增强民族团结观念，自觉
维护国家统一是每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工作措施

(包含改进教学的方法及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

1、引导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学习。学生除了学习教科书的知识
外，鼓励引导学生要多书报、多听新闻报道，试着了解少数
民族的发展变化，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

2、要注重资料的搜集和收集，加强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通
过辅助资料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了解一些少数民族的知识，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视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情感，初
步培养学生尊重少数民族的情怀。

3、课堂上贯穿“自主学习，互动交流，探究发现”的教学模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少数
民族，用自己的心灵感受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少数
民族，用自己的方式研究少数民族，帮助他们发现和解决自
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他们在乐中学，做中学，在
愉悦中学习成长。

小学传统文化课教学设计案例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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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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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册教材包括蒙书诵读、民间传说、历法与生肖、诗词诵读
（一）、娱乐体育、曲艺与杂技、诗词诵读（二）、中华河
流、政治人物、诗词诵读（三）共十个单元，35个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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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学法、感情诵读法、点拨法、讨论法

每课均一课时。



小学传统文化课教学设计案例篇三

大部分学生经过一二年级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通过在一二
年级传统文学知识的学习，对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了
很高的兴趣。所以学生掌握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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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感受传统文化的继承，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使
其具有初步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能力。感悟继承传统文化
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

3、养成良好品德。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自强不息、以德化人，
其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出正直、顽强、善良、对社会有用的人。
此外，在道德培养方面，中国文化强调气节，所谓"士可杀不
可辱";强调情操，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强调礼义，一举一动要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强
调廉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奉献，所谓"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良心，就是要时刻意识到自己
是一个有道德之人，不做伤天害理事。所有这些，在今天的
素质教育中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感悟继承传统文化。

2、养成良好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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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结果更要关注过程。

4、创设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采用自主、合作、
探究的形式学习。

5、加强学科的交叉和渗透，拓展学科知识，改善知识结构。

6、开发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创造性地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

小学传统文化课教学设计案例篇四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陈秋生

教学目标：1.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红三军在沿河的那
段历史。

2.让学生了解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3.了解黔东人民对革命做出的贡献。

教学重点与难点：1.了解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历史。

2．了解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的意义。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学习，培养学生珍惜今天的生活，从而



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课时数： 一个课时。

一．谈话导入：师：同学们，知道遵义会议吗？

生：知道。师：谁能说说遵义会议的意义呢？

生：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
命，挽救了党。

师：是呀，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
国革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胜利道路。
可是你们知道当年我们的家乡也建立过革命根据地，对中国
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呢！今天我们来学习《黔东革命根据
地的建立》。（板书课题）

师：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征的红三军
在贺龙、夏曦、关向应的率领下来到黔东，与黔东人民共同
开创的根据地。

师：同学们想知道那段历史吗？ 生：想知道。二．新课

会议地点：沿河自治县谯家铅厂坝张家祠堂

代表人数：135人）

师：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20个区革
命委员会和约百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中共黔东工委、黔
东特委及各级革命群众组织，先后在苏区发展了党员50名。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师：黔
东革命根据地的地域和范围，包括咱们贵州的沿河、印江、
德江、松桃、还有重庆的酉阳、秀山等县毗邻地域，纵横200
多里，人口10多万。（板书）师：在这次会议上，大会还讨



论并通过六项会议决议案：（1）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2）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3）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4）优
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条例，（5）关于肃反问题决议，（6）关
于苗族问题决议。

大会选举宁国学、冉云、夏国安、刘本玉、孙秀亮、邓吉星、
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李佛如、朱绍田、钟炳然
等80人为委员。以罗享举、孙秀亮、符公高、秦育清、张均
望、胡昌进、黎光富、汤福林等32人为常务委员。生：那红
军在黔东还有那些活动呢？ 师：红军在沿河、印江、德江、
黔东、川黔边建立了五个独立团，在各区、乡设立自卫队、
少先队。把当时的地方武装“神兵”收编“组成为黔东纵队，
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黔东独立师。（板书：黔东独立师）

生：黔东革命根据地后来怎么样了呢？ 师：1934年7月23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
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10月24日，
红三军主力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板书：木黄会师）

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中国革命有什么作用呢？

师：红

二、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会师后，向湘西发动攻势，
攻占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及广大地区。11月26日，成立中
共湘鄂川黔省委、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由任弼时任
书记，贺龙任主席和司令员。黔东根据地的建立，壮大了红
军的力量，牵制了大量的敌人，有力的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
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 拓展

师：你们知道红军在沿河有过那些战斗吗？



生：强渡乌江。在乌江岸边还有红军纪念碑。

生：解放淇滩场。生：解放甘溪。

四，小结：通过这次学习，同学知道了在我们的家乡原来也
有这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黔东人民为革命做出了杰出的
贡献。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把我们的
家乡建设得更美丽。

五．作业：搜集红军在沿河的资料，写一篇作文。

小学传统文化课教学设计案例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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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