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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语文教学渗透课程思政理念的路径探索
王淑红

（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

摘要：技工院校中语文课程属于人文素质课程，在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目标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

文章将分析目前技工院校中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破解难题、于语文教学中渗透课程思政理念的路径策略，目的是在语

文教学时润物细无声地进行思政教育，培养技工院校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文精神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帮助学生坚定理想、锤炼品德、丰富知识、实现自身价值。

关键词：技工院校；语文教学；思政理念

2019 年 8 月，《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构建全面覆盖、

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使各类课程与思政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 （2020

年版）》指出 “以德立人，以文化人，以情育人”，两者都强调

在语文课程之中挖掘思政元素，技工院校应贯彻落实这一要求，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课程思政理念，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

家国情怀、完善人格发展、培养人文素养、提高道德修养、涵养

法治精神、拥有创新思维等等。

一、技工院校语文教学渗透课程思政理念意义

课程思政内涵为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有机结合，同向

同行，本质为将传道受业解惑与育人育才有机统一。在立德树人

教学目标之下，中职技工院校在语文教学之中渗透课程思政理念

有多方面且深远的意义。第一，中职语文课程思政有助于完善学

生人格发展，中职学生年龄偏小，社会阅历少，加之身处互联网

纷乱的信息之中，容易受错误价值观念影响，而经过筛选进入语

文课本中的小说、诗歌、散文都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崇高的价值

理念，学生在阅读、背诵中能够完善人格品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第二，中职语文课程思政有助于引领学生树立爱国主义观念，语

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是先人留下来的智慧结晶，学生朗读、感悟

文学作品如同与伟大的人近距离接触，进行交流，于是学生可以

体会到文人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爱国爱民之心，受

此熏陶，学生们逐步培养起科学的历史观以及国家认同感自豪感，

将个人发展融入祖国建设之中。第三，中职语文课程思政有助于

激发学生学习思政的热情，单纯的思想政治课程知识抽象、教化

氛围重，学生容易缺乏学习动力，缺乏学习欲望，而以语文课程

为载体，拉近了学生与思想政治课程的距离，教师运用示范朗读、

小组讨论、多媒体展示等手段生动形象地向学生讲解课文所蕴含

的深厚感情、作者的思想观念，学生对此产生认同，从而将学习

到的思想政治元素运用到个人生活、工作、学习之中，有助于自

身成为有灵魂、有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二、技工院校语文教学渗透课程思政理念问题

（一）课程思政理念实施效果不佳

目前，部分中职教师已经有意识地在语文课堂中挖掘思政元

素，但是影响语文课程思政效果的元素是多方面的，不止包括教

师有意识传授这一方面，还包括教师如何传授、学生学习效果等

多方面。具体而言，一方面，中职语文教师会在备课过程中挖掘

与本节课文本相关的课程思政资料，但是可能教师搜集的资料与

中职学生生活经验相隔太远，学生无法产生同理心，加之部分中

职学生学习热情不高涨，导致中职学生没有接收到教师搜集的思

政材料，语文课程思政实施效果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中职语文

教师大多依从教材本身挖掘思政元素，对教材之外的风土人情、

社会热点新闻不够重视，没有在课堂之中向学生进行展示，而这

些可能恰恰是学生感兴趣的元素，加之中职语文教师讲解文本时，

挖掘的思政元素多为传统文化、爱国主义，对其他思政元素挖掘

不足，学生认为老生常谈，缺乏好奇心与认同感，导致语文课程

思政理念实施效果打折扣。

（二）语文课堂思政教学方法单一

现阶段少部分中职教师没有充分树立课程思政意识，认为课

程思政是政治教师的事情，与语文课程无关，观念上有待转变。

产生课程思政意识的语文教师在观念上进行革新后，相应的教学

方法也应该革新。长期以来，中职学校中技工院校以培养学生一

技之长、帮助学生更好就业为目标，相应的日常教学中会侧重培

养学生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导致弱化素质课程的学习，中职教

师承受课时不够、语文考试的压力，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目标进行

语文教学，教学方式多是课堂上教师口授加幻灯换展示，教学方

式不够多元、教学手段传统，学生参与课堂积极性不高。这样，

语文课程思政只能是蜻蜓点水般略过，流于表面形式，课程思政

理念展开无法取得理想效果。中职语文教师应改变生硬说教的模

式，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优化课堂结构，增加语文课

程思政的亲和力、针对性，提高语文课堂思政效果。

三、技工院校语文教学渗透课程思政理念措施

（一）借助语文课堂，挖掘思政理念

所谓语文，口说为语，书写为文，兼信息传递、人际交流的

工具性与具有审美、情感特点的人文性于一身，是中职学校思政

教育的高地。在立德树人目标之下，中职教师应考虑到学生差异

化的主体特征，结合职业教育特点针对性地挖掘思政元素。例如，

在讲授《跨越百年的美丽》这篇文章时，语文教师讲授居里夫人

不顾化学药品的侵蚀，坚持科学研究，坚定勇敢、淡泊名利、为

科学事业和人类事业奉献终生，接着结合我国科学领域的泰斗和

学生探讨职业精神，“治国经邦，人才为急”，杨振宁放弃国外

高薪厚禄，学成归国，救国家科学事业于水火，促进中国科学教

育发展、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曾经站在世界前排，现在与国家一

起同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不惧

失败，进行千百次实验，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为疟疾患者

带来痊愈希望，德音孔昭。以语文教材和感动中国人物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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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理想、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引导学生敬业、勤业、创业、立业。与此同时，中职教师

也应该从教材中挖掘责任担当、诚信友善、文明自信等社会价值

观方面的思政元素，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与新时代思想相融合。

例如，讲解《劝学》时，中职教师讲解课文内容：学习的重要性、

学习的方法，使学生树立起终身学习、学无止境的理念，接着向

学生展示“学”的甲骨文形态，对文章进行示范朗读，引导学生

了解文字的演变，感受古文的韵律美，古人委婉的劝学技巧，增

强学生文化自信，唤起学生对传统文学的热爱。

（二）立足第二课堂，夯实思政成效

开辟第二课堂可以破解语文课堂教学时间不足难题，通过第

二课堂开展技能竞赛、宣传新时代精神，可以实现知识跨学科、

跨时空交流，让学生充分理解古人的感受，夯实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第一，开展技能竞赛，提升学生积极主动性，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以赛促创。例如，各省教育厅组织朗读大赛以及中国诗词大会选

手选拔比赛，学校也可以开展类似活动，提升学生诗词储备，丰

富学生人文知识，唤起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还可以为教育厅举

办的比赛输送人才。中职学校开展“诗词串联”“飞花令”比赛，

加强学生运用诗词表达的能力，教师作为主持人解析相关诗词的

内容、典故、背景，提高课程思政育人效果。中职学校也可以举

办古风歌曲大赛，鼓励学生对唐诗宋词等进行再创作，可以诗词

串烧，可以将诗词散文化，在过程中，学生感受到诗词背后内涵，

了解古人珍惜时间、及时有为、享受自然等思想感情，潜移默化

中提升思想境界。第二，宣传时代精神，教师举办读书研讨会，

师生互动交流，将诗词内容与社会热点事件相结合，缩短学生理

解沟壑，例如用“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批评腐败

现象；用“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批评一味指责他人现象；用“无

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联系社会该不该扶老人、互

联网上肆意发言的现象，鼓励学生表达自己读书感受，将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引导学生适应时代发展，

有独立的批判思维。

（三）运用文学作品，融入思政教育

中职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多为名家名作，蕴含丰富的思政元

素，中职语文教师可以以文学作品为载体，挖掘思政元素。第一，

在作者介绍中融入思政元素，创作者往往具有丰富的知识、崇高

的人格、坎坷的身世经历和不屈的精神，教师可以借助作者经历

融入思政元素，例如，讲解《荷塘月色》作者朱自清，虽然生活

惨淡、身患重病，坚决不吃美国救济粮；讲解《拿来主义》作者

鲁迅，一生大多时间在绝望与反抗中度过，即使看不到希望，也

一直战斗，后代总会看见光明；讲解《老人与海》作者海明威，

经历战乱、疾病，始终秉持硬汉精神，不会被打败。教师通过作

者个人经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引导，人生难免遇到挫折、苦

难，但是人是自由的，自己选择决定自身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第二，在背景介绍中融入思政教育，例如，

苏轼写《念奴娇�赤壁怀古》时，遭遇乌台诗案，从一个春风得

意的京城才子沦落为失意文人，苏轼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变得乐

观旷达，将个人得失寄托在自然宇宙中。诗穷而后工，苏轼反而

因为不幸的政治遭遇进行人生思考，写下一篇篇名垂千古的诗文，

教师可以通过苏轼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且全面看待

问题，福祸相依，不执着于一时得失。第三，在文本细节处融入

思政教育，例如，《老人与海》圣地亚哥在连续 84 天没有捕捉到

鱼，仍然保持奋斗，钓到马林鱼后，遭遇鲨鱼袭击只剩下骨架，

但是梦中梦见的仍然是狮子，永不服输，不向命运低头，引导学

生学习主人公身上永不屈服的超人精神。

（四）丰富教学方法，提升思政效果

想要将语文教学和思政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中职语文教师

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学生成为课堂的

主体。第一，放映电影片段，例如，教师在讲解《满江红》诗歌时，

放映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节选，向学生介绍诗歌的历史背景，使学

生了解历史人物，激发学生爱国热情；讲解苏轼时候，放映《苏

东坡》纪录片，引导学生全面了解苏轼，被贬谪、游山玩水、研

究美食，学习苏轼在挫折中仍然保持旷达的心态。第二，结合热

点新闻，例如，冬奥会闭幕表演中有柳叶元素，所谓柳，寓意留，

古人折柳送别，寄托着不舍的情怀，教师由冬奥会表演引入古诗

意象，展现中国文人的含蓄的浪漫，了解儒家文化中“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中庸哲学思想。第三，进行实践考察，例如，

教师讲解革命事迹时，带领学生参观井冈山、英雄纪念碑、烈士

陵园等地点，组织“重走长征路”实践活动，唤起学生对红色革

命精神的共鸣，珍惜美好生活，树立强国在我的责任观。第四，

项目教学将语文教学目标与不同专业学生特长相结合，激发学生

学习古诗文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将课堂抽象理论知识和现实生活

相结合，涵养学生人文精神，激发学生职业兴趣。例如，教师讲

解《赤壁赋》之后，让旅游专业的学生设计苏轼纪念厅，一方面，

让学生通过搜集资料更加了解苏轼的人生经历，体悟苏轼旷达、

乐观、洒脱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沟通，

商讨展厅如何布置，如何向游客介绍，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和职业素养，使学生成长为具备人文素质和实用技能的人才。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技工院校教学之中思想政治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而语文课程自身特点与课程思政理念十分契合，这就需

要技工院校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之中融入课程思政理念，一方面

传授好语文知识，另一方面提升学生思想道德品质。文章通过对

技工院校语文教学渗透课程思政理念的路径探索有助于教师在语

文课程中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得合情合理，有助于学生通过语文

课堂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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