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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诗词鉴赏中提高高职学生语文素养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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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小学阶段还是其他阶段，根据社会的发展，都对我们的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就目前
的形式来看，我国高职院校的学生，相对来讲语文素质较低，为了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语文鉴赏力，可以采用的方法有许多，诸如：
增加课外读物的阅读时间、扩大课外读物的种类等等很多方法。而近几年我国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也趋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这
种背景下，弘扬红色文化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鉴赏红色诗词来提高高职学生的语
文素养，此外，还可以提升学生的爱国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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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教育的脚步也随之加快，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把我国优秀的红色诗词尽可能地引入课
堂，让学生在红色诗词的阅读中，感受我们文人勇士们不屈不挠的
坚强意志和精神，深入地领会革命诗人的伟大精神，通过人文历史
引领当今的时代精神，让学生在精神的感染熏陶下，提升对语文的
鉴赏能力。 

一、通过红色诗词鉴赏提升高职学生语文素养的现实意义 
2017 年，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由此而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时代，弘扬红色文化，牢记革命诗人的诗词歌赋，在一定的程
度上，不仅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的文化气质，还
能很大程度地扩充学生对我国革命文化知识的欠缺。就目前来看，
我国很大一部分高职在校生，在小学和初高中阶段并没有在诗词歌
赋这一块打下坚实的基础，更不用说对红色诗词的记忆和鉴赏了。
事实上，通过红色诗词的学习和鉴赏，也可以了解一定的历史事件，
在事件中感受诗人的思想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宽阔的胸襟
和爱国的情怀。 

二、在红色诗词鉴赏中提高高职学生语文素养的策略 
（一）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通过不断地学习更新教学理念 
教师在平时教学过程中，应该怀着终身学习的态度，在教学中

不断总结经验，遇见问题及时解决，在教有余力的情况下，探索新
的教学方案。既要不断巩固旧的教学知识，也要学习新的教学理念，
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从思想上出发不断地提高对我国的文化自
信、教育自信、文化自强和立德树人的本领。尤其是对于语文教学
来讲，这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门艺术，而且语文一旦学习的
不好，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因为语文学科关系
着对文字的理解。教师在教学中更多地插入红色诗词，可以从强调
价值教育和审美教育出发。通过学科教学任务结合人文教育培养学
生对语文阅读的鉴赏能力。例如，可以在每一章学习完毕以后，加
入一首诗的时间，在相对学习任务轻的前提下，解读诗人秋瑾的《黄
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通过了解诗歌背景，领会诗
歌的感情。这些诗歌将会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指引着新时代的
大学生不断前行，拥有美好而又坚定的思想品质。课间也可以通过
多媒体信息技术播放关于秋瑾就义的相关视频文件。 

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在学习完诗歌之后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文
化建设，譬如：举行班会进行诗歌朗诵、利用广播台播放红色诗歌、
在班会举行的时候进行红色诗歌交流会、诗词接龙和飞花令等等其
他方式[1]。 

（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地改变教学策略以提升教学质
量 

高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通过不断地积极探索，在教学中通
过红色诗词鉴赏，在实践中改进教学方法，通过时间的沉淀，形成
新的更加卓有成效的教学策略体系。教师首先要形成创新思维模
式，在教学中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课堂是一个让教师和学生
可以擦出思维火花的地方，并且能够联合更多的语文老师进行红色
诗词鉴赏课本的编撰和教研，争取做到寓教于乐。在高职的语文课
堂上，引领学生分析、品读、感悟红色诗词，感受其内容的博大精
深。学生通过不断地阅读鉴赏，激发学生与相应诗歌对应的阅读体

验，在诗歌中，可以看到热爱祖国文化的一腔豪情、对祖国名山大
川的赞美之情、对我国人民的热爱之情。通过诗歌感受生命整体的
美，获得思维的洗涤、审美力的培养、精神的启示。此外，教师在
教学的过程中应使用前瞻性的教学视角，不断地进行新教学方式的
挖掘，在创新中不断为高职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有力
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支撑。 

（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地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以提升学
生对语文的兴趣 

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讲，课堂教学是主要的学习阵地，高职在职
的语文老师要在把基础的语文课程上好的前提下，不断地学习新知
识，提高自己的红色诗词鉴赏能力和语文文化素养，除此之外，积
极主动地进行教学教材的筛选和总结，合理而又巧妙地设计课堂结
构，把语文课堂的时间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起来，除了直接的诗词文
字鉴赏之外，也可以引入红色文化电影、音频和短片，使用比文字
更加可视化的方式刺激学生在这一方面的情感。语文教师可以申请
学校在原来语文课的基础上，增加一节课的时间专门用以学习红色
诗词，譬如：在每周五课外活动结束以后，把最后一节自习课设置
成红色诗词奖赏课程，在鉴赏毛泽东的让学生在朗诵中感受诗歌的
整体感情，在对诗句的解读中，体验诗人细腻而又磅礴的坚强意志
[2]。 

三、教师在课堂上引进红色诗词遇到的一些问题 
在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过程中，每做出一份努力一些进步，总

会面临着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在高职教师引进红色诗歌到课堂上
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3]。首先，很多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
可能会缺乏职业意识，一心想着完成课时任务和内容而忽略了对新
内容的添加和创新，另一方面，学校可能因为其他繁杂的事务而并
不能及时地把这一内容加入教学方案中去导致了教学内容的不断
拖延 4]。 

四、结束语 
在我国的文学这一领域，红色诗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

是我国先进的文化思想的结晶，是闪闪发光的革命红星；也是我国
革命事业伟大思想的良好体现，而且红色诗歌题材多样，体裁也多
样，通过红色诗歌不仅可以领会诗人在各个方面的浓烈情感，也可
以学习不同的诗歌体裁方式，学生不仅可以在内容上丰富自己的思
想，还能在体裁形式上学习文学作品的多样性，是一种很好地能够
有效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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