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传统文化教学计划教材分
析 五年级传统文化教学计划(模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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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计划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年级传统文化教学计划教材分析篇一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中的展现。中国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积累的文明成果，是中华
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它博大精深，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
了伟大贡献。

学习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是基础教育
的重要任务之一。习诵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了解历史名人、
名胜古迹、科技发明、艺术创造（如建筑、绘画、书法、戏
曲）和民俗风情等传统文化内容，对少年儿童人格的陶冶和
智慧的启迪，对培养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都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

传统文化课程是对少年儿童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启蒙课程，是我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中的必修课程之一。

1、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背诵课本中经典古诗文，能默写出
重要的名言名句。

2、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能借助相关资料理解所学诗文的
基本内容，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观点态度，品味作品的语
言内涵，感受作品的艺术魅力。

3、能针对所学诗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讨论，能结合现实生活



谈出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明确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如何继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精神。

4、能借助有关资料了解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不断积累传统
文化知识。

5、能向同学介绍自己搜集到的当地某一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
事迹和主要贡献，能谈出自己对该历史文化名人的看法；在
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每个同学选择一位自己最喜欢的历史文
化名人，写出自己喜爱的理由并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

6、能根据学习内容写读书笔记，能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写出考
察简报，能根据有关资料编辑班级或校内报刊等。

7、继续学习传统文明礼仪，规范自己的言行，提高个人修养。

8、能自主搜集名胜古迹和传统民俗的相关资料，能向同学介
绍某一名胜古迹或传统民俗的有关知识，能结合实际体验谈
出自己的认识和感受。

9、能根据所学诗文进行拓展阅读，将自己搜集和整理的优秀
作品介绍给同学；能自主开展经典诗文朗诵会、传统文化考
察、传统文化知识竞赛、书法比赛、传统文化摄影展等活动。
10、能初步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培养热爱传统文化的
感情，吸收传统文化的智慧，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不
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一）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

（三）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性

（四）重视对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的培养



（五）体现教学的层次性

（六）重视对学生的文化熏陶

（七）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初步的鉴别意识

（八）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提高自己的教学能
力

（九）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地文化资源

（十）注意处理好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四、教学进度

一年级传统文化教学计划教材分析篇二

一、教材分析：

小学“传统文化”教科书共分六册，其中二年级学习第二册。
本学年学习第二册。课本共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经典驿站；
第二单元艺术乐园。共分为18课。

第一单元经典驿站：共17课。学习本单元，就要让学生明白，
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当然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
的中国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
需要很好地学习。正所谓千学万学，学做中国人。

第二单元艺术乐园：只有18课，学习这一课，要学生领略到
流传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民族艺术。

二、教学目的和任务

1、通过第一单元的学习，使学生感悟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会聆听到古代圣贤关于做人、处世的语重心长的教诲。



2、通过第二单元的学习，使学生领略到流传了上百年甚至几
千年的`民族艺术。

3、当学生知道这一切，使学生真切体会到：做一个中国人，
真好！

三、学生情况分析：

大部分学生遇到问题能积极动脑思考。总的来说学生学习风
气浓厚，上课能专心听讲，积极动脑，主动大胆的回答问题。
大部分学生学习认真，能够背诵课文，并能司出其中的道理。

四、教学措施：

1、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首先让学生对传统文化这门
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能使学生在学习中自愿的学、主动的
学。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让优生帮助差生学习。

2、采取读、诵、记、背的方法，读熟了，背过了，再慢慢品
味、感悟，品出滋味来，悟出道理来。

一年级传统文化教学计划教材分析篇三

让学生了解《千金求马》的'原文及译文。

一、经典回放。

1、读原文，学生初步感知。

2、学生谈感受。

二、出示译文。学生与原文对照，进行自学。

三、温馨点击。读读，增长知识并从中受到教育。



四、活动广角。

1、在小组里谈一谈，你如何评价这位内侍的做法？

2、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位国君，你还有什么办法得到千里马？

3、把你知道的益智故事讲给大家听。

五、成长阶梯。

认真填写。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恒心和诚心，表里如一，别人才会相
信你。

一年级传统文化教学计划教材分析篇四

教材分析

传统文化课程是对少年儿童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启蒙课程，是我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中的必修课程之一。
本册共有26课，包含“经典驿站”、“人物长廊”、“名胜
游踪”和“艺术乐园”四个单元。内容具有活动性、趣味性。

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本班学生活泼好动，因入学不久，每个人的思想，品德都不
成熟，处于形成的'初步时期。学习目的还未明确，学习习惯
正处于逐步形成的阶段。但学生学习的兴趣浓厚，求知欲望
很高。

教学目标

能够熟练背诵经典古诗文（篇或段），能大体了解其意



思。2.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诵读等活动，能结合教材插图理
解诗文大意，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3.了解中华传统节日、
民俗风情，培养自己热爱中华传统习俗的感情。4.初步了解
绘画、书法、建筑等艺术形式，提高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能力。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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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逐步
产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7.了解传统文明礼仪方面的常识，
生活中讲文明，讲礼貌。

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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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鳄鱼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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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进度

一年级传统文化教学计划教材分析篇五

让学生了解《黄鸟》的原文及译文。

1、读原文，学生初步感知。

2、学生谈感受。

学生与原文对照，进行自学。

了解这是一首挽歌，描写的是什么。



1、用这样的句式来写首小诗。

2、古代人奉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认为这处观点
对吗？说说你的'理由。

做好自我评价和组内评价。

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了解中国的历史。

一年级传统文化教学计划教材分析篇六

一、内容：

第一讲绪论：2学时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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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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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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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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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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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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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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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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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需要延伸的课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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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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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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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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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需要延伸的课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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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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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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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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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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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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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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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需要延伸的课外内容

学生可参观一些宗教建筑场所，以便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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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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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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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需要延伸的课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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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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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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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教学内容



三、需要延伸的课外内容

讨论：中西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不同的原因。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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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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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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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需要延伸的课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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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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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安排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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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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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参考教材

1、《中国传统文化》金鸣娟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版。

2、《中国传统文化》张岂之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3、《中国文化概论》金元浦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