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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语文《论语》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帅成碧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0）

摘要：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是高职语文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任务。传统语文教学往往只关注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背诵，缺少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融入，不利于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为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教师要注重在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教学内容渗

透传统文化，促进教学改革更新。基于此，本文以《论语》课程为例，深入分析高职语文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策略，联系传

统文化讲解《论语》内容，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深化学生对《论语》的理解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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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将其引进到高职语文教学

中能够有效提升学生人文素质，促进学生主动传承与发展优秀传

统文化。《论语》是儒家重点典籍，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

为充分发挥《论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渠道作用，教师应注

重在解析课文字词基础上，强化义理辨析，分析课文中蕴藏的道

德内涵与传统文化元素，引导学生在掌握课程意思基础上能够体

会其人生哲理，更好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促进立德树人目

标的落实。

一、《论语》的语言特点与核心内容

（一）《论语》语言特点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以语录形式展示儒家文化

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成长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其语言特点鲜明，

时至今日仍有着重要的学习与借鉴价值。通过对《论语》的分析

可以发现其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用语自然。《论语》是孔子与弟

子之间的对话记录，通过语言对话展示孔子对学习、生活与行为

的看法，体现着孔子及其弟子的处事态度与行事风格，这就使得

文章用语较为简短自然，每章字数较少，对话描写没有辞藻华丽

堆砌，也没有过多的修饰，整体用语比较简谱，用简单的语言讲

述着深刻的人生道理，能够让人们受到生活与学习的启发。二是

句式规律。《论语》中的语言具有一定的规律，但同时又具备自

由性特点。整篇文章以第三视角记录与转述，以更加客观地传达

孔子思想，突出深刻思想内容。文章针对多种多样的问题展开了

阐述，通过孔子与弟子们对话的方式解析问题与解答问题，让人

们在学习与了解中受到启发。文章面对不同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

孔子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以问句或问答方式呈现出来，以简单

的话语陈述事实，刻画了一位善于思考、勤于体察的宗师形象。

三是修辞多样。《论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以提升其教育

价值，包括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用恰当的修辞让文本更加流程，

思想内涵更加丰富。例如《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怀德，小人

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此部分运用了对比手法，将君子

与小人进行对比，在思想上强调君子所思道德，小人所思乡土，

在行为上指出君子以国家社会为主，小人则只考虑个人与家庭。

通过君子与小人的鲜明对比，让读者感受到君子与小人不同的价

值追求，以此警示人们。通过对文章的分析可以发现，文章中所

运用的修辞手法较多，其能够提升文章的语言艺术魅力，引发读

者的思考与探究，提升其较高的教育价值。

（二）《论语》的核心内容

《论语》凝聚在道德观、教育观与价值观等方面表现着时代

先进性，能够对新时代大学生产生积极影响，有着重要的学习价

值。文章内容涉及范围交广，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

是“仁者爱人”的道德观。“仁者爱人”是《论语》的核心思想，

同时也是重要的道德理念引导。例如其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此短句的意思是人们在追求真理与道德思想的道路上可以超越生

死。“舍生而取义”的意思是为了追求正义、真理等可以抛弃一

切物质条件，甚至自己的生命。儒家学派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过

程中浸润，在古代社会思想历史上经历了从崇德到尚义的过程，

促使中华现代精神文明的形成。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着人们，通过

代代传承，逐渐形成了当下“礼仪之邦”的社会面貌，推动着社

会的发展。二是“学思结合”的教育观。针对教育领域，孔子的

核心思想是学思结合，只有不断学习与不断思考才能实现不断发

展。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

如果人们只懂得埋头苦学而不加以思考，则会无法明白书本中的

知识，进而陷入迷茫；如果只知道一味地思考而不读书学习，则

会变得危险不安。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强调学思结合，将学习与

思考相结合，才能发展成为真正有学识的人。此教育观不仅能够

为学习者与教育者提供新的思路，同时还可以理清知识与思维之

间的关系，解决学习与思考的矛盾。三是“君子风范”的价值观。《论

语》提到的“君子”一词较多，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体现了君子风范的价值观，

包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内容，说明“君子”是孔子

心中的理想人格。君子风范代表着积极进取的理想、明确的志向

目标、敏捷的思维、高尚的道德品质，在生活中能够主动遵循道德，

做到内心人善、举止智勇等。君子风范至今仍是大学生成长与发

展的目标与追求，应存在于每位学生的内心。

二、高职语文《论语》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策略

（一）增强课堂互动交流，推动传统文化有效融入

在高职语文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构建师生互动课堂，促

进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入，体现学生主体地位，凝聚《论语》精神

思想精髓，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启发。《论语》文质兼美，寓意深

邃，与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契合之处，教师要注重选择适宜切入点，

有效融入传统文化内容，以此进行潜移默化地讲解，带动学生之

间的互动交流，在交流中获得知识与启发，实现良好提升。例如

教师可引导学生每天诵读《论语》，在课程开展之前引导学生诵

读十分钟《论语》，或组织开展《论语》分享解析活动，让学生

针对课程学习谈谈自己的想法与感受。此活动能够有效锻炼学生

综合能力，在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让学生在内心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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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社会与理想人格，并朝着这一理想不断努力奋斗，懂得如何

发展自我。诵读结束后，教师在其中引进传统文化元素，引导学

生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解读《论语》内容，发掘其优秀道

德精神，并将这份精神延伸至日常生活，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育

人价值，促进《论语》课程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论语》

中的思想精神对培养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价值，教师要引导学生认

识到儒家思想内涵，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让学生

以“君子风范”树立远大理想，主动践行君子之举，能够为自己

所学专业知识贡献社会。在诵读的浸润下，学生的责任感与文化

自信等得以提升，进而逐渐养成良好的气质。除此之外，教师还

可组织“领略经典理论”演讲比赛活动，让学生围绕《论语》内

容书写演讲文章，在班级内以饱满情感朗读出来，促使传统文化

内容引进其中，让学生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实现良好发

展。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打破传统教学的局限，突破专业教学之

间的桎梏，按照传统文化核心主题实施教学，重新构建课程内容，

促使《论语》课程内容能够与历史、哲学等学科交融，帮助学生

构建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让传统文化焕发光彩。

（二）创设多媒体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做到知行合一

在信息技术支持下，教师能够构建出多媒体情境教学，利用

多媒体设备与互联网技术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推动语文课堂教学。

在高职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发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价值，

用互联网技术整合与加工教学资源，让学生通过手机端参与课程

学习，促使学生能够更好融入课程学习，提升教学效果。教师可

将制作好的图文资源与视频资源等上传至教学平台，引导学生自

行下载学习，在课堂上将其展示出来，让学生从不同视角解析《论

语》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构建线上学习平台。教师要加强对微信、

微博等平台的应用，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微博互动平台”

等方式，促进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播，让学生能够在课余时间进行

线上学习，在平台中获取丰富的课程资源，与他人线上互动等。

线上平台的构建能够打破时空限制，让优秀传统文化、《论语》

思想精髓等能够渗透至学生心里，促使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次，发挥线上平台应用价值。教师要注重应用线上平台展开《论

语》教学，促进学生做到知行合一。儒家思想强调“修己治人”，

即个人修养，比如“穷则独善其身”“修身”等，以此促进大学

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品行。在新时代环境下，网络技术发展迅速，

给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带给学生极大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诸多信息隐患，网络上的不良风气、不健康信息等影响

着学生，为学生未来发展埋下隐患。对此，教师要注重应用线上

平台实施《论语》教学，引导学生修身克己，让学生学会自我调

节，主动排斥与消化外来社会的消极干扰，促使学生树立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儒家思想的传播能够引导学生主动承担起时代责

任，让学生投身于伟大历史重任，将儒家思想、优秀文化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修身是当代大学生主动

约束自身言行的重要指导，能够促使学生积极践行社会道德行为，

将社会道德人格作为个人追求，学习与供养优秀传统文化。

（三）联系学生专业职业，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观

语文是高职的公共基础课程，教师要在教学中联系学生的专

业职业，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中

华民族历史发展悠久，《论语》中强调道义为先、重义轻利的价

值观，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建设者，应具备这种道德观，在未来

职业生涯中能够做到不被利益所诱惑，坚守职业道德。对此，教

师要在教学中汲取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教导学生进入社会之前

教育学生要心存善良，坚守道德准线，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才。

《论语》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表示每个人

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摆脱贫困的局面，但是对君子来说，富贵

当取之有道，即便生活再贫困，都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获得富裕

的生活。此内容体现了孔子的义利观，教师在教学中要教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未来职业工作中要坚守职业道德准则与

法律准则，做到不违法，从正道出发。“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教导学生应该准确把握好“为”与“不为”的尺度，能够在生

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言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教导学生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要考虑其是否合乎义，以此规范

自己的行为。此类论点在文章中有很多，此思想观念影响着古往

今来的学者与进步青年，以此夯实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人格的基石，

培育出一代代无私奉献的英雄豪杰。作为未来国家建设者，学生

应坚守职业初心，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例如在财务专业教学中，

教师要教导学生坚守职业道德，不被金钱所诱惑。在交通运输专

业教学中，教师要交待学生树立业精于勤、兢兢业业地工作的理念，

让学生明白如果对交通运输行业没有敬畏心，工作中聊以塞责可

能导致重大的交通事故，伤人性命。培养一个优秀的社会建设者，

就必须培养其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促使其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能够坚守正确的价值观。

（四）拓展大学生语文课文实践活动，丰富学生学习体验

为促进学生对语文课程的学习，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课外实

践活动，有效丰富学生学习体验，比如组织传统文化社团，引导

学生围绕《论语》等经典文学研究成立传统文化社团，将共同爱

好者组织起来，定期组织文学作品分享会，以此丰富学生文化内

涵。比如创办传统文化报刊，创办《汇贤诗文》《漫步古诗词》

等报刊，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相关经典的学习，有效提升学生的

语文知识基础，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指导

与指引，让学生进行栏目设计、审读编排等，将报刊逐渐从简单

平凡到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促进学生审美能力与创造能力等发

展，帮助学生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比如组织传统经典朗诵比赛，

让学生朗诵诸多经典著作，在朗读中感受作品的意境美与语言美，

了解作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能够在未

来生活中主动践行优良品质，促进其良好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论语》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不仅

是高职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与经典文化典籍，更是大学生成长

与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准则，让学生能够以“君子风范”为个人追求，

实现良好发展。对此，在《论语》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注重突破

传统教学的桎梏，深化对课文的解读与思考，将其与学生专业、

生活等联系起来，合理设置教学目标，推进文本义理分析，让学

生学习文章中蕴藏的人生哲理，发挥课文的育人功能，让学生能

够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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