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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策略研究
屈敏贤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广州 511400）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有利于提升学生文化自信、人文素养、审美能力和道德情操，为中职语文课堂增

添了生机和活力，有利于发挥语文学科独特育人价值。中职语文教师要全面渗透传统文化教育，优化古诗词教学，带领学生体验东方美学，

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创新文言文教学模式，弘扬家国情怀，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带领学生探究传统节日文化，端正学生对中西方文化态度，

增强他们文化自信；组织传统文化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挖掘教材工匠精神素材，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提升

中职语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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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课程思政建设不断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职语文

教学的融合越来越深入，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接

受传统文化熏陶，从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他们的

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发挥出语文学科独特育人价值，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传统文

化元素，带领学生探究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引导他们探索国学

文化、古诗词文化，让他们了解感受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家国情怀，

提升他们人文素养，带领他们了解传统节日、书法和民俗文化，

进一步促进传统文化和中职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

一、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语文是中职学校的必修课，而传统文化在中职语文教材中占

据了很大比重，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带领他们诵

读国学经典、鉴赏古诗词、探究传统节日、学习汉字文化等，对

他们进行情感教育、审美熏陶，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让他们

主动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中职语文教师要把传

统文化融入阅读、古诗文、应用文写作等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度

感悟传统文化，有利于端正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更好地传

承传统文化。

（二）有利于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

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包括了语言理解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发现与鉴赏、文化传承与参与，为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

学奠定了良好基础。中职语文教师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以

古诗词、文言文、汉字文化和传统节日等为载体，引导学生追溯

传统文化血脉，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并鼓励他们把传统文化融

入应用文写作、专业课学习中，从提升他们审美能力和文化传承

能力，开展传统文化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他们思维能力和

语言运用美能力。

（三）有利于推进课程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有利于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督促教师积极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促进语文教

学和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润物

无声”的育人模式。同时，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拓展中职语文教

学内容，把语文教学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引导学生深度鉴赏古

诗词、文人墨客的家国情怀、传统节日和汉字文化，激发他们的

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语文教学和育人质量。

（四）有利于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了古诗文、汉字文化、民俗文化和传

统节日等元素，还包括了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多年自强不息、吃苦

耐劳、坚韧不拔、保家卫国和开拓创新等民族精神，有利于端正

中职学生“三观”，让他们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进一步提升他

们道德素养。中职语文教师要多渠道渗透传统文化，凸显职业教

育特色，弘扬工匠精神、劳动精神，让传统文化浸润学生心灵，

从而提升他们道德情操。

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文化渗透渠道单一

虽然中职语文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如诗词歌

赋、成语故事、文化典故等，展现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内涵，但是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究其根本原因，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传统文化渗透局限于古诗词、文言

文和汉字文化模块，忽略了延伸到应用文写作、综合实践等模块，

难以全方位诠释传统文化之美。第二，教师忽略了利用互联网把

传统文化教育延伸到课下指导中，没有形成教育闭环，影响了传

统文化教育质量。

（二）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较低

“互联网 +”时代下，西方文化、网络文化等对中职学生三

观造成了冲击，部分学生盲目追捧西方文化、“洋节日”和网络

小说，却忽略了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少主动阅读古典名著、

古诗词，对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部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比

较肤浅，局限于学习语文教材上的传统文化知识，很少利用互联

网搜集课外传统文化知识，导致文化自信缺失。

（三）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单一

课程思政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越来越受中职语文重视，但

是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却比较单调，更加看重“有形的”古诗词、

文言文和古典名著等内容，却忽略了“无形的”传统节日文化、

汉字文化和民族精神等元素，这让语文课堂传统文化教育质量大

打折扣。例如语文教师局限于古诗词背诵、文言文翻译教学，对

课文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工匠精神等只是一带而过，

影响了传统文化与中职语文教学的融合。

（四）缺少传统文化主题实践活动

目前中职语文课堂传统文化教育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

以古诗词鉴赏、文言文发言、寓言故事与神话故事理论讲解为主，

很少组织古诗词接龙、书法表演、古典名著舞台剧表演和传统节

日文化等实践活动，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这一教学模式下，

中职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流于形式，难以深入体验传统文化内

涵与魅力，影响了个人审美能力、文化理解能力发展。

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策略

（一）深度讲解古诗词，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古诗词意境优美、情感蕴藉、语言凝练，彰显了独特的东方

美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职语文教师要创

新古诗词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翻译、深度鉴赏古诗词，引导

他们体验古诗词的韵律美、意境美和情感美，激发他们对古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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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爱，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例如教师在讲

解《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可以根据这首词来制作微课，让学

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加深他们对词的理解。首先，教师可

以带领学生翻译苏轼的这首词，一方面引导学生明确这首词上阕、

下阕的内容；另一方面引导学生探究苏轼在这首词中寄托的情怀。

有的学生认为这首词是豪放词的代表作，苏轼通过对月夜江上景

色描绘，抒发了对古代历史人物周瑜雄才伟略、建功立业的追念，

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仕途不顺的悲愤。其次，教师可以开展古

诗词鉴赏大会，鼓励学生分享自己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鉴

赏体验、对苏轼文学成就的分析，引导他们深度学习古诗词，进

一步提升他们古诗词鉴赏能力。有的学生分析了苏轼生平事迹，

结合他的仕途分析《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流露的怀才不遇、功

业未成、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还引用了他在《定风波·莫听穿

林打叶声》中“一蓑烟雨任平生”，赞美了他豁达、超凡脱俗的

人生态度。古诗词有利于激发中职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增强

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语文教学质量。

（二）优化文言文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文言文是中职数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家国情怀、

儒家文化、工匠精神等素材，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厚植他们的家国情怀。例如教师在讲解《寡人之于国也》时，可

以先介绍孟子生平事迹，带领学生深度探究儒家文化，让他们了

解孟子提出的“仁政”，让他们了解古代文人墨客忧国忧民、保

家卫国的家国情怀，增强他们的爱国热情。第一，教师可以先为

学生讲解课文中的文言文尝试，例如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和特殊

句式等，夯实学生文言文基础，帮助他们结合课下注释翻译课文，

提升他们文言文翻译能力。《寡人之于国也》通过梁惠王与孟子

之间的对话，论述了如何实行“仁政”、以“王道”统一天下的

问题，展现了孟子忧国忧民、敢于谏言的爱国情怀，为中职学生

树立了良好榜样。第二，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梁惠王和孟子之间

的对话，重点讲解孟子对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例如

梁惠王认为自己尽心于国，与孟子讨论邻国子民却不归顺自己的

原因，孟子巧妙利用比喻，利用战争来比喻统一天下的问题，以

此来劝解梁惠王来实施“仁政”。文言文可以展现古代文人墨客

的爱国情怀，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艺术，激励他们继承传统文化、

弘扬家国情怀。

（三）渗透传统节日文化，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互联网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很多中职学生开始追

捧圣诞节、感恩节等“洋节日”，反而忽略了春节、端午节和中

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影响了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中职语文教

师要发挥学科优势，积极渗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把其融入应用

文写作和阅读教学中，端正学生对中西方节日文化的态度，进一

步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例如教师可以搜集关于传统节日的古诗

词，带领学生通过古诗词了解传统节日历史、独特风俗和美食，

激发他们对传统节日的热爱，引导他们联想自己的过节方式，让

他们主动搜集传统节日相关古诗词和风俗习惯。有的学生搜集了

关于春节的古诗词，例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儿

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介绍了古代人民春节放爆竹、喝酒、

守岁和贴春联等习俗，展现了传统节日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此外，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创作传统节日主题书法作品，把传统节日和书

法文化有机结合，为学生讲解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让他们掌握

楷书、行书和簪花小楷等书写方法，让他们在书法创作中了解传

统文化，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

（四）组织传统文化实践活动，提升教学质量

中职语文教师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综合实践活动中，

开展不同主题综合实践活动，既可以呈现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

又可以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首先，教师可以组织国学知

识竞赛，根据《论语》《诗经》《孟子》等编写题目，分为个人

与小组竞赛，以国学经典作品背诵、翻译和赏析等题目为主，进

一步加深学生对国学文化的理解。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劝学》设

计题目，要求学生至少写出其中 5 句关于学习的名句，并准确翻

译每一句名言，例如“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故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等，用时最短、答案正确的学生可以进入下一轮，激

发他们学习国学文化的积极性，提升他们文化理解与传承、思维

能力和鉴赏能力，提升他们语文核心素养。其次，教师可以开展

猜灯谜活动，鼓励学生自制花灯，并让他们在花灯上写下自己的

谜底，让其他同学来猜灯谜，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积极性。例如学生以二十四节气为题设计灯谜，以此来介绍古代

独特的农时计算方法，呼吁同学们了解二十四节气。语文综合实

践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促进他们语言表达能力、

思维能力、文化理解等学科核心素养发展，促进传统文化和中职

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中职语文教学质量。

（五）全面渗透工匠精神，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

工匠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中职语文教师要挖掘

教材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元素，介绍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爱岗敬

业、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为

学生树立良好职业榜样。第一，教师要利用好教材中关于工匠精

神的专题单元，例如文言文《庖丁解牛》和《种树郭襄驼转》都

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熟能生巧、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

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庖丁对牛的结构了如指掌，顺着牛的结

构来解牛，展现了他顺应自然、熟能生巧、吃苦耐劳、苦练技能

的良好职业道德素养。郭橐驼种树讲究顺应树木的本性，观察树

木移植时的土壤、浇水量和树枝等，精心照顾，体现了工匠精神。

第二，教师可以带领学生阅读《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让

他们了解全国劳模张秉贵的先进事迹，看张秉贵是如何把平凡的

售货员工作做到极致，让学生找出课文中的典型案例，加深他们

对工匠精神的了解。有的学生分析了张秉贵用糖哄哭闹的小孩，

体现了他认真、贴心的服务态度；张秉贵给要赶火车的顾客提前

称糖并悉心指路，表现了他体贴入微、急人所急、解人所难的品

质，这些都体现了他把服务工作做到极致、精益求精的服务态度，

值得我们学习。工匠精神融入中职语文教学，不仅有利于弘扬传

统文化，还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四、结语

总之，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以古诗词、

文言文为切入点，引导学生体会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让他们品

味古诗词的意境美、文言文中流淌的家国情怀，激发他们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让他们真正爱上传统文化、

传承传统文化。同时，教师要积极组织传统文化主题综合实践活动，

带领学生了解传统节日、书法文化等，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工匠精

神元素，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全面提高中职语文教学和育人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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