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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融入中职德育的路径研究
缪玲玲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江阴 214401）

摘要：随着职业教育改革深入，中职德育工作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以此更好地引发学生兴趣，

强化他们对所学德育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升德育效果。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能够极大丰富中职德育

工作的内容，拓宽育人路径，对助力学生更完善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将针对二十四节气融入中职德育展开分析，并提出

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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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四节气融入中职德育的意义

二十四节气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哺育了一代

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它的影响下，我国劳动人民坚韧不拔、自

强不息，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谱写出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这也

是中华民族能够发展至今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在开展中职德

育工作时，要重视对二十四节气的引入，这样方可更好地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

出更大的作用。

（一）继承传统文化财富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蕴含了非常丰厚的人生

哲理、民族精神、坚忍品质、行为规范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宝藏。通过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职德育工作

中，能够进一步丰富德育工作的育人内容，帮助中职生更为深入、

直观地了解千百年来哺育中华儿女的优秀传统道德元素，这对增

强他们的传统文化认知能力、探究兴趣有重要作用。另外，通过

将传统文化引入中职德育工作中，能够更有效地继承、弘扬传统

文化财富，让这些宝贵的资源在新一代中华儿女身上得到进一步

延续、弘扬。

（二）开发传统文化富矿

通过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职德育工作中，能够帮助中职

生更好地理解德育知识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在开展德育工作

时，我们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对其中蕴含的

优质思想与现代教育背景下学生的需求展开对比，摒弃其中的糟

粕，帮助中职生树立一个更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发掘

出更符合当代中职生发展需求、德育工作需要的新思想，让优秀

的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光发热。

（三）培养传统文化富人

通过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职德育工作中，能够帮助中职

生获得更完善发展，不断提升他们的思想高度，让他们站在国家

发展、民族复兴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这样能够大幅提升他们对优

质传统文化的把握水平，让中职生能够做到古为今用，全面提升

中职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另外，将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引入中职德

育工作中，能够帮助中职生更好地吸收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养分，

不断提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品鉴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帮助其坚定文化自信，促使他们形成良

好的文化传承自觉性。

二、二十四节气融入中职德育的定位分析

（一）传统文化是重要内容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在提升中职生中华民族素养、

道德水平等层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的背景下，中职德

育工作的目标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教师在开展育人工作时，应对

发展中职生的良好品质、道德素养等提起充分重视，这样方可助

力中职生获得更完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职德

育工作和传统文化的内容存在非常多的联系。比如，我们可以结

合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可以融合爱国精神教育；结合李白铁杵

磨成针的故事，可以让学生形成坚持、奋进的品质等。在授课时，

我们应认识到传统文化是中职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

在实施育人工作时，我们应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让中

职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德育综合水平。

（二）传统文化是动力来源

古往今来，个人若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要具备坚定的意志、

远大的理想、专业的知识，还需拥有较高水平的道德品质、文化

素养，这样方可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让个人为社

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一般来说，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其

中蕴含了种类多样的精神品质。比如，我们通过研读《弟子规》

可以了解到孝、悌、谨、信等优质思想；《三字经》可以让中职

生明白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内容。通过将这些优质的传统文化

内容融入中职德育工作中，能够为中职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充足

动力。例如，诚实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关键品质和不竭动力，

只有让中职生养成诚实守信的习惯，方可进一步促进国家繁荣发

展，民族长盛久昌。通过发掘中职德育工作中的诚实元素，可以

在无形中借助传统文化帮助中职生树立优良品质，实现对教学内

容、教学任务的动态调整。

（三）传统文化是发展关键

中职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中职生正处在人生的

开始阶段，其自控能力、认知能力、辨析能力等都存在一定不足，

三观也尚未稳定。因此，我们在开展中职德育工作时，要重视对

传统文化元素的引入，并以此作为助力中职生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帮助他们积累更多文化知识、优秀品质。从当前中职生情况来看，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尚未形成三观概念，但对于物质、金钱、幸福

等也有一定追求，尤其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中职生接触到

的信息类型非常多样，导致其很容易被一些不良思想影响，从而

生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观念。为此，我们要将传统文化

融入中职德育教育工作中，并通过“不为五斗米折腰”“箪食瓢饮”

等传统文化故事，帮助中职生树立正确消费观、金钱观、幸福观，

让传统文化成为促进中职生发展的关键动力。

三、二十四节气融入中职德育的教学设计

一般来说，教学设计是指教师结合中职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和方针，依据中职生的实际知识储备、认知能力、兴趣倾向等因素，

创设的能够有效开展的教学方案，这也是教师开展高质量中职德

育工作的行为指南。为进一步提升二十四节气在中职德育工作中

的融入效果，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分析：

（一）突出学生主体

在开展中职德育工作时，我们要充分突出中职生的德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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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地位，他们的课堂参与水平也是提升德育工作效果的重要前

提。为此，在开展中职德育教学设计工作时，我们可以从中职生

的实际问题出发，结合他们的实际发展需求，以此通过德育教育

培养其实践能力、学习精神、探究精神等，进一步提升育人效果。

德育工作的根本在于培养中职生的思想，因此，在展开中职德育

教学设计时，我们要找到优秀传统文化与中职生思想实际需求的

契合点，克服只看德育内容不看中职生需求的现象，让他们能在

课堂上真正学到知识、形成优良品质。

（二）优化教学形式

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中职德育工作是一个有序化、常态化的

过程，因此，我们必须要将其与中职德育教育有效结合，不断提

升问题探究、观点辨析、案例分析、研讨交流以及点评引领等环

节的精度和效率。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中职生重点关注优秀

传统文化背后的内涵，让他们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到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为人、处世哲理，在思辨过程中，增强中职生的明辨

是非、善恶、美丑能力，在合作交流中培养学生各抒己见、善于

思考的习惯，以此实现教学意图与教学效果的统一，提升育人质量。

（三）关注教学评价

高质量的教学评价能够让教学设计更完善，从而实现一种正

向循环。为此，在对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中职德育教学效果展开

评价时，我们除了要考查中职生对德育教育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情

况，还应对他们的优良品质、素养提升、情感变化等展开评价，

让中职生能够逐渐形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保证优秀传统文

化渗透到中职德育工作的效果和教育质量。

四、二十四节气融入中职德育的路径分析

（一）让节气“落地生根”

在二十四节气中，每种节气都有自己的特点，南北方的在相

同节气也有不同的活动。比如，在“谷雨”节气时，北方的人们

有观赏牡丹花、食用香椿等活动。但是，对于部分南方人来说，

他们对于香椿这种植物较为陌生，为此，我们在开展德育工作时，

要学会因地制宜面结合不同的节气习俗展开育人工作，这样方可

让节气在德育课堂中落地生根。

在实践教学中，北方的教师可以在谷雨节气时带领中职生采摘

香椿，以此帮助他们形成热爱自然、乐于劳动等优秀品质。南方的

教师可以带领中职生到茶园采摘新茶，据说，在谷雨时节喝一杯谷

雨茶能够提神明目，这也是很多南方地区采摘茶叶的重要时期。另

外，中职生在采摘谷雨茶之后，我们可以帮其制作一些谷雨茶包，

并将这些茶包孝敬给长辈，以此帮助其形成尊老爱幼的优良品质。

（二）重德育实践活动与育人整合

在开展中职德育工作时，我们要重视对校内外资源的充分整

合，这样方可更好地发掘社会上的德育资源，让传统文化在德育

教育中得到更深层次渗透。通过整合多元化资源，能够帮助中职

教师开展更为多样、丰富的德育活动，让中职生在参与各类活动

的同时，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节气的魅力，从而在无形中促使德

育效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从二十四节气入手展开分析，积极探究

二十四节气中蕴含的德育元素，并设计一些与之相关的教育活动。

通过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能够帮助中职生形成良好的创新能力、合

作精神，还可在无形中丰富他们的二十四节气知识储备，为其后续

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另外，我们还可结合二十四节气制作一个

活动手册，并以此为基础组织中职生展开相应的德育实践活动。在

不同的季节，我们可以结合那一季节中的节气展开活动，并从植物、

动物、天气、瓜果、养生等层面入手分析，带领中职生体验一些和

二十四节气有关的民俗活动。同时，将二十四节气融入到德育实践

活动中，能极大丰富实践活动的内容，提升德育活动的趣味性，从

而大幅提升中职生参与到德育实践活动的主动性。

（三）探索德育课程实施的评价机制

在开展中职德育工作时，我们除了要重视对优质德育资源的

引入，还应对其展开合理评价，这样方可让二十四节气更好地融

入到德育工作中，提升其教育价值。在评价时，我们可以从德育

方法的实践性、艺术性等层面入手，鼓励中职生也积极参与到评

价活动中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通过开展高质量的德育工作，

能够帮助中职生解决行和不行、信与不信间的矛盾，还可大幅提

升他们在德育课堂中的参与感。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引入信息技

术手段，利用班级优化大师等软件，对中职生展开合理评价。在

日常教学中，我们可以让中职生搜集一些和节气有关的信息资源，

并将其制作成一些视频、图片、文字资料等，而后将其提交到班

级优化大师这一软件中。结合中职生的作品，班级优化大师软件

会对中职生的德育活动增加一定积分。

在对中职生展开评价时，我们应将他们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

果作为评价对象，这样方可更为公正、全面、科学地对中职生展

开评价，以此更好地了解他们对中职德育教育知识理解和应用水

平。在评价方式上，我们除了可以对中职生展开评价，还可鼓励

他们展开互评，以此实现对评价机制的进一步优化、拓展，提升

评价效果。

（四）探究德育课程主题活动的呈现方式

在开展中职德育工作时，我们可以施行班级轮讲制度，每个

班级可以负责一个节气的讲解，并向其他班级的师生介绍这种节

气所蕴含的德育内涵。在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不同主题展

开分析，以此帮助中职生更好地理解这一节气的由来、发展、传承。

通过引导中职生来了解不同的节气，能够使其更好地感受到古人

的节气遗风，从而助力其更为高效地发掘出每个节气所蕴含的文

化内涵。

此外，我们还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录制一些节气微课，并

在学校的大屏幕上播放，以此实现对二十四节气德育内涵的宣传。

另外，各个班级可以召开一些主题班会，将二十四节气作为主要

讨论内容，以此引导中职生积极探究更多德育元素内容，丰富中

职德育工作的路径，让德育工作的开展更具文化气息。通过开展

节气主题活动，能够有效丰富中职生的德育知识储备，这对他们

后续学习更深层次的知识内容有重要促进作用。

五、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二十四节气融入中职德育的效果，我们

可以从让节气“落地生根”；重德育实践活动与育人整合；索德

育课程实施的评价机制；探究德育课程主题活动的呈现方式等层

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二十四节气在中职德育中的融入

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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