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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小学英语综合实践活动研究

□ 江苏省东台市时堰镇小学 邰国美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当今时代，语言是文化交流

的一种重要手段， 对它的研究已经不限于语言本身，

而是理解、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特

别是乡村教育体系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小

学英语综合实践活动之中， 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增

强学生学习兴趣，又可以有效地推动学生对于本土文

化的接受和继承。 在英语学习中加入一些耳熟能详的

文化元素，能够大大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抽象

的语言学习生动起来，有趣起来，进而提升学习效率，

这种做法需要教师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英语教育之间

的契合点进行深入的研究，推动教师不断地创新教学

方法与内容，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 本研究旨在探索

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乡村小学英语一体

化实践活动之中， 并对其可行性及实施策略进行分

析，从而为乡村英语教育工作提供一个新思路和新方

向，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

近年来， 国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并

把“文化自信”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这为传统

文化在教育中的融合提供政策支持与引导方向。 当代

中国乡村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肩负着

传承民族文化， 提高人口素质和推动乡村振兴等使

命。 但受资源分配不均和信息获取渠道受限的影响，

乡村地区英语教学常常面临着教学设施差，师资力量

薄弱和课程内容简单的挑战。 尤其是如何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效地留存并继承下来，同时培养

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已成为当前乡村教育中急需解

决的课题。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到乡村小学英语

的综合实践中，既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也是实质上

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有利于培育有全球视野，有深厚

文化底蕴，跨文化交流能力强的新一代，在助力中华

文化国际传播中给乡村振兴带来新活力。 所以，这种

实践研究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是值得我们

深入探讨和推广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小学英语综合实

践活动的意义

（一）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义务教育小学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新

时代背景下的学生提出了新要求———学习并初步运

用英语介绍中国传统节日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持久而深厚的精神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作为中华文明中的一颗明珠，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

史、哲学、道德以及美学思想。 在乡村小学英语综合实

践活动中融入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以提升学生对

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 学生通过对经典诗词、

传统节日、历史故事的学习，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中华

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体会文化的魅力与力量。 这一文

化的陶冶，既有利于学生文化自信的形成，也有利于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文化、尊重祖国的情感。 通过参与

各种实践活动，学生们有机会亲自创作与传统文化息

息相关的手工制品，如剪纸、书法和国画等，这不仅让

他们更深入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还增强了他

们的民族骄傲和对文化的自信。

（二）有助于学生提升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乡村小学英语中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综合实践，可以给学生们提供

大量语言素材与语境。 通过对传统文化中有关词汇及

表达方式的研究与应用，使学生对英语有一个更加准

确的认识与应用， 增强语言应用的准确性及地道性。

通过举办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英语演讲比赛和辩论

赛，让学生在练习中锻炼口语表达能力及逻辑思维能

力。 这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在丰富教学

内容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

提高。

（三）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凸显。 在

乡村小学英语综合实践活动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可以给学生搭建认识不同文化，促进国际友谊发

展的舞台。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分享，学生

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并培育他们的开

放和包容心态。 同时通过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和与国外

友人文化交流，使学生更有信心展现自身文化特色和

促进跨文化交流。 这一能力的发展既有利于学生在将

来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又可以为其成为全球视

野下的公民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小学英语综合实

践活动的实践策略

（一）融入教材内容，进行课程内容整合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乡村小学英语综合

实践活动之中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对教材内容进行整

合，这就需要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时既注重语言技能

的培养，又深刻挖掘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如传统节日、

历史故事以及诗词歌赋。 比如学“Christmas”就可对

“春节”进行比较介绍，通过对词汇和句型等方面的研

究， 使同学们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 通过课程内容整合使学生在获得英语知识的同时

也提高了对本土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教师要重视对

教材的拓展和延伸，借助相关阅读材料、视频资料等

来丰富学生们的学习经验， 让英语学习变得更生动、

有趣。

（二）创设真实或模拟的文化情境，增强语言实践

的同时加深对文化的理解

营造逼真或仿真的文化情境， 是加强语言实践，

深化文化理解的一种有效手段。 教师可以设置一个

“中式茶话会”或“西式自助餐”的场景，让学生在模拟

的环境中用英语交流食物名称、烹饪方法、饮食文化

等。 通过角色扮演和情景对话的方式，可以让学生运

用语言时更加直观的体会不同文化所具有的特点。 除

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通过运用如虚拟现实（VR）这样

的多媒体技术，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的文

明，如参观故宫和长城，这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了解

和认识中华文化。

以《孔融让梨》这一经典故事为例，老师先用生动

形象的 PPT 演示《孔融让梨》故事画面，配上简洁明快

的英文介绍， 很快就把同学们的目光吸引进了教室。

教师简要介绍故事背景，并提问:“What�do�you�think�is�

the�main�message�of�the�story？ ”引导学生思考并回答，

以此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 老师把学生们分为几

组，每一组都指派了不同的人物，其中有孔融，哥哥和

家长。 让学生通过英语对话再现故事场景。 在进行角

色扮演的过程中，教师会进行巡回指导，协助学生修

正发音和语法的错误， 并提供必要的词汇和句型支

持，如“share”、“respect�elders”等。这一环节是为了锻炼

同学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深刻理解中华传统美德“谦

逊礼让”。 在完成角色扮演之后，教师对与故事有关的

词语和句子结构进行了总结和教授。如,“share”意味着

分享，而“respect�elders”则意味着对长辈的尊重，使学

生在情境中学以致用。

（三）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资源，让学生感受古代

文明的魅力

互联网与多媒体资源给乡村小学英语综合实践

活动带来了大量的材料与手段。 教师可借助在线课

程，教育软件及视频平台导入丰富英语教学内容及中

华传统文化元素。 教师可以通过看英文版纪录片《中

国故事》可以使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所了解，促进

英语听力与阅读。 另外，运用互动软件创作文化海报，

动画视频，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创造力。 学生们可

以借助这些资源在学习英语知识的同时，也可以感受

古代文明魅力、提升文化自信。

以设计一堂以“中国水墨画”为主题的课程为例，

老师先以多媒体呈现宋代山水画作的形式，带领学生

领略其中的意境之美。 画面中徐徐铺展着一幅《富春

山居图》《溪山行旅图》 这样一幅宋代山水画经典之

作，在柔和的古筝音乐伴奏下，形成了一种宁静致远

之气。 老师简要地介绍了这些绘画的历史背景，艺术

特色及其在中国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唤起了同学们对

中国传统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欣赏绘画作品的过

程中，教师也逐步教授了与之相关的英语词汇，例如

“ink�painting”（水墨画）、“brush”（毛笔）、“rice�paper”

（宣纸）等。 以图片，实物展示及例句解释等方式帮助

学生对这些单词的理解与记忆。 比如引入“brush”,老

师拿着毛笔示范， 说明它对中国水墨画的重要性；提

到“rice�paper”,就表现了宣纸的性能及使用方法。在词

汇教学之后，让学生自己动手去感受水墨画中最基本

的技巧。

（四）设计项目式学习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和跨文化研究能力

项目式学习任务可以发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跨

文化研究能力。 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探究中国传统节

日”的项目，让学生分组研究春节、中秋节等节日的起

源、习俗、食物等，并用英语进行汇报和展示。 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要搜集资料，分析信息，撰写报告，展示成

果，这类活动既锻炼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又培养研究能

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通过项目式学习可以使学生在实

践活动中不断学习、不断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未来

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例如，设置项目“我和风筝综合实践活动 --The�

Kite�and�Me”，老师出示了多姿多彩的风筝照片，指导

学生对风筝特征进行观察与描述，以激发他们的兴趣

与好奇。 接下来，老师为学生简述了风筝的历史背景

和文化故事，帮助他们初步认识到风筝的吸引力和深

远意义。 老师讲解了风筝制作的步骤及注意事项，并

提供了制作风筝的素材，由同学们分小组完成。 制作

时，老师巡回引导，帮同学们解决所遇难题，训练同学

们动手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五）鼓励家长和社区参与，共同策划英语实

践活动

在乡村小学英语实践活动中，鼓励家长与社区共

同参与，是促进教学效果提高的重要手段。 学校可举

办亲子活动和社区文化节，使家长与孩子一起在参与

的过程中学到英语，认识中华文化。 如“亲子英语故事

会等”,可供儿童与父母共读英文故事书，演出短剧；社

区文化节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书法、剪纸等传统艺

术形式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参与的过程中深刻体验

中华文化的吸引力。 另外，学校也可邀请社区英语教

师志愿者或者有文化背景的客人到校交流经验和指

导练习。 通过上述活动既加强家校合作与社区联系，

又提升学生文化素养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六）加强对乡村小学英语教师的培训，提升教师

融合传统文化与英语教学的能力

促进教师将传统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是达到这

一教育目的的关键所在。 学校要定期举办教师培训，

并邀请专家学者到校授课和指导教学实践，在鼓励教

师参与线上培训，研讨等活动中，借鉴先进教学理念

与方法。 培训的内容要涉及中华文化知识，英语教学

策略和跨文化教育。 通过培训可以使教师对中华文化

内涵及价值观念有更深的认识，把握更加多元化的教

学方法与途径；增强跨文化教育意识与能力，这既促

进了教学效果，也为学生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乡村小学英语综合实践活动中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有效手

段， 同时也是提高乡村英语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之

一。 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不

断进行师资培训等措施，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语言能

力和文化素养双方面的提高，为培养新时代有全球视

野、文化底蕴深厚的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今后

教育改革不断深化、 实践经验不断累积的背景下，这

种融合模式必将日趋成熟与完善，并给乡村教育整体

发展带来新生机。

本文系盐城市 2024 年度乡村教育专项课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小学英语综合实践活动的

实践研究”（立项编号：XCZX24077） 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中学生抑郁症的预防及应对策略探究

□ 辽宁省沈阳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李红

抑郁症，这个看似与中学生无关的词汇，实则正

悄然影响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中学生抑郁症的表现

多样化，不易被察觉，因此了解这些表现，并采取相应

的对策，对于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中学

生抑郁症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情绪低

落、兴趣丧失、疲劳感、失眠或嗜睡、食欲改变、注意力

难以集中、自我评价降低、有自责和无助感、对未来感

到渺茫、甚至出现自杀意念或行为。 这些表现可能会

严重影响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交功能，导致他们

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快乐与成长。

一、加剧中学生抑郁的因素

过度的学业压力、家庭矛盾、人际关系问题等，这

些都可能成为中学生抑郁症的触发点。 因此，我们需

要为中学生创造一个轻松、和谐、支持性的学习和生

活环境，减少他们的压力源，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

学生正确地认识和应对自己的情绪。 让他们知

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起伏，这是正常的。 当他们

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不要过分自责和压抑自己的情

绪，而是要学会接受它们，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 教会他们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寻求他人

的理解和支持。

二、中学生抑郁症的预防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

压力，包括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压力、家庭环境压力

等。 这些压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就可能

引发中学生抑郁症。 为了保障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预

防抑郁症的发生，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一） 学校和家庭应该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

和生活环境

学校应该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开设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让学生了解抑郁症的症状和预防方法。 同时，

教师也应该关注学生的情感变化，及时发现学生的心

理问题，并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家庭方面，家长应

该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

扰，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支持。

（二）中学生自身也应该积极应对压力，学会调整

自己的心态

中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各种兴趣小组、 运动队等，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 同时，也

可以学习一些放松技巧，如深呼吸、瑜伽等，以缓解压

力和焦虑情绪。

（三） 社会也应该加强对中学生抑郁症的关注和

支持

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中学生心理健康

的宣传和教育。 同时，社会也可以设立专业的心理咨

询机构，为中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

三、中学生抑郁的对策

（一）及时发现与诊断

对于中学生抑郁问题，首先要做到的是及时发现

与诊断。 学校和家庭应密切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一

旦发现学生出现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疲劳感

等症状，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专业的

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心理评估，确诊学生是否患有抑

郁症，并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二）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

针对中学生抑郁症，心理治疗是首选方法。 认知

行为疗法、心理动力疗法等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帮助中

学生调整心态，改变消极的思维模式，提高自我认知

和自我调节能力。 对于中度或重度抑郁症患者，药物

治疗也是必要的。 但需注意，药物治疗应在专业医生

的指导下进行，确保药物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家庭与学校的支持

家庭和学校在中学生抑郁症的治疗过程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家长应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支

持，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

困扰。 学校则应提供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帮助学生了

解抑郁症的症状和预防方法，同时加强师生间的情感

交流，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学习环境。

（四）社会资源的整合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中学生抑郁症问题，需要整合

社会资源，形成多方联动的防治体系。 政府应出台相

关政策， 加大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同时，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中学生抑郁症的防治工作，

如设立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开展心理健康公益

活动等。

（五）培养积极的应对策略

除了外部的支持和治疗，中学生自身也需要积极

培养应对抑郁的策略。 首先，中学生应该学会正视自

己的情绪，不要过于压抑或否认自己的感受。 当感到

压力或情绪低落时，要敢于寻求帮助，与家人、朋友或

老师分享自己的感受。 其次，中学生可以学习一些自

我调节的技巧，如深呼吸、冥想、放松训练等，以缓解

紧张和焦虑情绪。 此外，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兴趣

爱好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参加体育运动、艺术活动、

社交聚会等，中学生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提升

自我价值感，增强心理韧性。

（六）构建支持系统

在应对中学生抑郁问题时，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支

持系统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支持系统不仅包括家庭和

学校，还应该包括社区、专业机构和社会各界。 家庭和

学校应该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和教育资源，帮助学生

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 社区可以组织心

理健康活动，增进青少年对心理健康的认识。 专业机

构则可以为中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帮助他

们解决心理问题。 社会各界也应该加强对中学生抑郁

问题的关注，消除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和偏见，为中学

生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支持的环境。

（七）强化预防意识

预防中学生抑郁问题的发生同样重要。 应该强化

预防意识，从源头上减少抑郁问题的发生。 首先，应该

加强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让他们了解抑郁症的

症状和预防方法。 其次，学校和家庭应该共同努力，营

造一个轻松、和谐、支持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减少学

生的压力源。 此外，社会各界也应该共同营造一个积

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鼓励中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技能。

中学生抑郁问题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社会问题，

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共同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保驾护航。 通过加强预防意识、及时发现与诊断、心理

治疗与药物治疗、家庭与学校的支持、社会资源的整

合以及培养积极的应对策略，可以有效地应对中学生

抑郁问题，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