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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文化提升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效果的研究
薛珊珊　于恒彬　李继财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诗词文化在高职院校工科专业教育教学中的传播有着不能忽视的重要意义。本文详细分析了当前高职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育

现状和诗词深度融入工科专业教育教学的必要性，阐述了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中，结合工科专业特点深入挖掘相应爱国、求真和

力行等思政元素的核心词汇，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中，将不同类型知识点和与其相对应的诗词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了课程思政改革和

实践，在改善教学氛围、提高学习兴趣、培养人文素养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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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诗词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文件的出台、《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印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开展以及《中国诗词大会》等栏

目的播出，将中华诗词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

潮。高职教育承担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

创业的重任。而作为肩负着国家经济发展重任的高职工科学生，

他们就业的工作涵盖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

积极发掘中华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二、高职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现状

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进入高职院校就是学习专业技术

技能，容易就业”的观念，而高职工科学生虽认同科学知识、专

业技术是真学问，但忽视了社会科学和诗词传统文化的学习，导

致了一些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够健全。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

毕业生即便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他们的创新意识和社

会适应性都不够强，对他们的事业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一

些大学生存在着价值观念混乱、缺乏爱国热情与社会良知、逃避

责任担当等不良行为时有发生，有些学生甚至因为急功近利，铤

而走险，对社会造成伤害。总之，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对中华诗词

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在工科专业课程教学中，

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

三、诗词文化融入高职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工科专业课包含自然科学规律、工程技术及技术发展历史等

相关知识，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也有与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相匹配的关键点，因此，能够融入丰富的诗词

传统文化素材。

高职学生正处于人格、思想最终定型的关键阶段，需要学校

教育者运用合理有效的教育手段给予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所以，

应将诗词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教育教学中，使诗词传

统文化文化与现代大学教育进行“古今”融通，提升课程思政的

效果。

四、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诗词文化的有效路径

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采用潜移默化的方法，如图 1

所示，以诗词文化为载体涵润滋养学生，在不同专业课程领域探

索融合模式，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为目标，通过提升教

师教学能力和诗词储备、诗词文化融入课堂教学及第二课堂活动，

从而达到诗词文化与专业技能同向同行、并驾齐驱的效果，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求真务实信念、筑牢力行求至决心。

图 1 诗词文化融入工科专业方法

（一）教师教学能力与诗词储备同步提升

在工科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深入运用诗词艺术，既是响应国家

号召实施深化高等教育教法改革的创新实践，也是对中华诗词传

统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一种促进，还能对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效

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此，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学校层

面应加大力度，把创新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上升为

学校工作头等议程和学校内涵建设的核心内容。在资金上给予更

多的支持，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工科专业课程教

师在文学、艺术、诗词、写作等领域的继续进修深造，在考核内

容上，对努力改革教学教法对课程思政效果增强的老师给予奖励。

作为教师，尤其是党员教师，在日常的党史学习中，要开阔眼

界，选择合适的诗词读本进行精读与学习。只有在提升自身专业教

学能力的同时不断增加诗词文化储备量，在专业课程思政教育上发

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德育与智育的有机结合。

（二）诗词文化融入课堂教学

图 2 诗词文化融入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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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诗词文化有机融入课堂教学这

个主渠道，充分发挥其功能，有效地修养大学生良好品质并提升

大学生综合能力，同时培养大学生学习兴趣，如图 2 所示。诗词

文化融入课堂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两个方

面。在教学内容上，引用诗词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起到画龙点睛

的作用，切忌过多、过重、喧宾夺主，否则会影响学生吸收专业

知识和提升学习能力；在教学环节上，一定做到诗词文化符合课

程的知识点，决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会破坏课堂的整体效果，而

且学生对专业方面的兴趣爱好会受到直接影响，诗词文化无法起

到引导和提高学生素养的作用。

工科专业所讲授的技术技能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有密不可

分的联系，要通过诗词这样有效的载体将其转化为具体化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学生成为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的时代新人。不同工科专业不同知识点运用诗词载体提升课程思

政效果的范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诗词融入专业知识提升课程思政效果

专业知识 思政点 相关诗词 效果

绪论类

爱国情怀、

民族自豪感、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其一》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 功名胜古人。——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将爱国主义根植于中

华儿女心中，激励他

们为祖国发展不懈努

力奋斗。

原理类 追求真理、严谨务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 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等飞来峰》
注重实际、崇尚实干

精神的表现。求真务

实精神是一种传统美

德，它仍然闪耀在我

们的现代生活中。

计算推理类
一丝不苟的精神、科学

思维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苏轼《和刘道原见寄》

加工制造类 敬业奋斗、工匠精神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设计创新类 科技创新精神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赵翼《论诗五首》

遥知压水创新斋，百里寒声席下来。———刘子翚《寄题观澜亭二首》
纸上谈兵是不可取

的，想要真正认识事

物的本质，必须依靠

自己的亲身实践，才

能将书本中所学转化

为自己的真本事。

实践环节 团队协作、职业素养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刘安《淮南子·兵略训》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吕不韦《吕氏春秋》

考勤、考核 诚信精神
海岳尚可倾，口诺终不移。——李白《唐诗纪事·卷十八》

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诚，不足以动。——徐被稷《耻言》

在将诗词融入课堂教学过程中时，要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的主导作用，通过课堂这个最直接的交流平台，真正实现师

生灵魂共鸣。

（三）诗词文化融入第二课堂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有效地实现诗词文化与工科专业

相融合。线上全面搭建“诗词文化进课堂”平台，聚焦爱国、诚信、

友善、勤奋等主题，主要采用教师直播、学生打卡、师生云端互

动这些形式，同时扫码推送和弹幕交流作为辅助形式。线下则侧

重团体协作、小班研讨活动，通过党史共话、诗词漫谈、情景体

验等方式，将专业技能应用、科学思维、创新设计打造成蕴含课

程思政的活动载体。诗词融入第二课堂活动依托学习强国、微信

公众号、学习通、QQ 群等平台，通过开放互动、寓教于乐的方式，

构建了一个集“情境体验、交流互动、感悟反思”为一体的有深度、

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创造性科学思维，塑造其坚忍不拔

的品格，全方面、多角度提升学生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厚植

专业报国情怀。

五、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将诗词艺术深度融

入工科专业是一项艰巨而又迫切的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

实践性等特点。研究证明，高职工科专业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如

果能够恰当、灵活、高效地运用诗词，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同时

还有助于提高高职院校工科专业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把中华

诗词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入到全民教育中，才能推动我国的和谐发

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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