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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铸匠人，文道凝匠魂
——课程思政视角下中职语文教学创新研究

阚卫峰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泰州 225400）

摘要：在新时代环境下，国家加强了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注重在职业教育中渗透立德树人目标。课程思政是践行立德树人任务的重

要手段，语文课程作为语言类课程，其具有独特的育人资源与育人优势，是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渠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借助“言教铸匠人，文道凝匠魂”理念，稳步推动中职语文课程思政教育建设工作，注重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德育理念的渗透，

促使学生德行全面发展，以实现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的目标，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基于此，本文针对课程思政视角下中职语

文教学创新策略进行分析，以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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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加强职业院校德育改革工作的重要举措，能够促

使各专业教师积极参与到德育建设工作中，要求教师在专业授课

过程中注重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并通过日常教育活动加强对思政

内容的落实，以此实现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推动学生思政认知发展。

中职生作为年轻一代，他们在思想认知方面较为薄弱，学校要加

强对中职生的思想教育，中职语文教师要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文

化育人优势，将语文学科中隐藏的思政元素渗透至教学全过程，

促使学生德行共同发展，促使学生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优质

人才。

一、中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实施效率有待提高

中职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认识到了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并

愿意在教学过程中引进思政内容，但课程思政实施途径有待拓展，

实施效率有待提升。教师一般在课程前整理与课程相关的思政教

育资料，尝试将思政资料穿插于教学活动中，但中职生自身学习

基础较为薄弱，教师只能适当减弱课程学习难度，减少思政元素

的占比，导致无法确保学生能够接受充足的思政教育内容。中职

语文教材中存在很多具有深奥道理的文章，在教学过程中，为了

帮助学生理解文章创作内涵，教师会搜集很多作品创作背景知识

等作为补充，但在实际应用中主要以简单带过方式教学，使得学

生难以对作者产生深刻印象，无法深入了解作者的情感，难以感

知作品精神在当时社会的独特性，不利于思政教育的渗透。

（二）思政内容有待丰富

语文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政资源，但目前教师在思政元素

运用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思政内容缺少在预习环节与课

外环节的渗透。教师过于注重对课堂教学内容的渗透，主要围绕

课堂教学渗透思政理念，确定对课外环节的延伸。其次，思政内

容主要围绕教材，资源开发不足。部分语文教师在课程思政工作

中主要围绕教材内容开展，缺少对课外资源与校外资源的引进，

比如风土人情、时事政治等内容，缺少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

不利于学生认知发展。最后，教师对新颖思政主题的开发不足，

目前多数教师的思政主题主要围绕爱国主义等话题开展，缺少与

当下时代环境的结合。

（三）教学方法有待创新

在教师将语文知识和思政教育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中，教学方

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其教学效果。但目前多数

教师在教学方法方面有待创新，教师主要采取讲授法教学，缺少

结合学生学习特点设置的新型教学。随着教育事业与教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先进理念与技术应用于教学活动，包括情

景教学、翻转课堂等。目前多数教师因为教学客观条件等原因，

缺少对新型教学手段的应用，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

二、课程思政视角下中职语文教学改革重要性

（一）课程思政的意义

中职语文在教学过程中引进思政元素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利于推动教学改革发展。语文学科的人

文特点较为明显，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工作具有独特优势，在此课

程中引进思政教育内容，对培养出符合社会与时代发展需求的人

才具有积极作用。在新时代环境下，国家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

时期，对大国工匠人才的需求强烈，思政建设工作直接影响着接

班人教育问题，甚至会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与复兴，由此可以看

出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性。二是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思政教育

的本质在于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教育，在语文学科中渗透思政内容

能够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德行，促使学生传承传统文化。儒家文

化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才学习的目的在于“在明

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圣”。古代学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小孩

阶段主要学习礼仪与经典，进入青少年阶段则需要学习明辨识理、

修养道德。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历来对思政教育都非常重视，培养

高尚品德是历来的优良传统。对中职生而言，他们正处于思想观

念的重要形成阶段，若不开展思政教育，则很难促使学生形成正

确的思想观念，导致学生无法有效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难

以在自身行业得以良好的发展，也难以达到国家对优质人才的要

求标准。

（二）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的任务与目标在于让学生通过学科教育活动接受思

政教育，对学生的思想与信念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学生形成明辨

是非的能力。在中职学校教育活动中，学校要注重从学生的理想

信念、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入手，开展积极正面影响教育，促使

形成学生良好的思政认知。传统思政教育工作中，学校单纯通过

思想政治课程与思政实践活动开展教育，学生接收的思政教育信

息较为单一，且难以与自身专业学习、学科学习形成关联，所产

生的教学效用十分有限。在课程思政教育模式下，思政教育工作

可以通过专业学科教育与公共基础课程等学科实现渗透，促使思

政教育可在各个学科中开展，以此拓展思政传播途径，构建出全

方位与全过程的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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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融入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可行性

语文学科作为人文类学科，其在思政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可通过语文知识教学、语言能力训练等途径开展。文学作品是人

们思想的重要载体，语文本质上是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这也就表

明语文学科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对思想、社会等内容的感知过程，

是对学生思想观念的教育过程。语文学科本身的思想性与思政教

育相契合，通过对其隐藏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应用，能够推动思政

教育工作的进行。因此可以说，课程思政融入中职语文教学中具

有较强的可行性。

三、课程思政视角下中职语文教学创新改革策略

（一）加强教师思政修养

1. 强化教师思政意识

中职语文教师是推进课程改革与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关

键，优秀的语文教师能够以自己的思想道德影响学生，由此可以

看出提升语文教师思想修养的重要性。首先要注重提升自身思政

修养。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政治学习活动，

以丰富自身思政理论基础；多阅读思政相关信息，加强对时事政

治新闻的了解，积极参与校内外思政实践活动，以此获得深切的

感知，将其带进教学课堂中。其次教师要注重提升自身思政教育

水平。教师要树立起“守土有责”的自觉，认识到语文教学中开

展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向学生讲解语文知识的同时，对学生开展

思政教育活动。

2. 重视教师言行规范

教师自身的品德言行对学生具有深远影响，对此，教师要提

高对自己的品德要求，保持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处处为学生做

好榜样，以自己高尚品行感染学生。另外，学校要面对教师德育

要求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促使教师能够将思政内容有效渗透至

教学课程教学中，通过日常考核与集中考核方式统一检查教师的

师德师风，促使教师树立育人良好风貌。

3. 注重教师培训交流

培训活动是推动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良好的培训活动

更贴合教师的实践发展要求。对此，学校要注重组织相关培训活动，

主要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构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为教师提供更加丰富的发展渠道。二是组织学校内部培

训活动，组织教师参与名师优课观摩活动，引导教师向身边优秀

教师学习，组织教师开展语文教研活动，相互分享自己的教学经

验等。三是加强对教学动态的获取。学校要加强关注教育局发布

的教育动态，深入解读教育相关文件，积极参与教育局各类教研

活动。教师要以积极态度参与校内外的培训活动，通过与优质教

师交流增长自身认知，以此整理教学优质经验，促进自身教学进步。

（二）挖掘教材思政元素

语文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要提升语文学科的

课程思政教育效果，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红的思政元素。中职

语文教材主要包括阅读、口语与交际、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等板块，

各个板块侧重点不同，或与经典作品相关，为学生讲述重大历史

事件；或与选文题材相关，为学生展示现代诗歌、散文等优质文

学作品。这些作品中都存在着优质的思政资源，教师可结合不同

选择整理教学，主要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 职业素养

中职学校作为职业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较强的职

业特色，教师的教育任务不仅包括对学科知识的传授，同时也需

注重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帮助学生尽快适应职场。语文教材

中存在很多涉及职业素养的文章，例如《敬业与乐业》，此课文

是梁启超先生的演讲稿，面向职业学校学生进行演讲，在文章中

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理念，他认为每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

的学业或工作，要认识到职业平等，不管是面包车夫还是总统，

都应该以专心态度面对，要找到工作的乐趣，专心对待工作。他

引用儒家经典与道家经典格言鼓励中职学生，让他们在学校要认

真学习，进入社会走上岗位后要爱岗敬业。对此，教师在此课程

教学中要注重引进时代职业素养，教学生如何在普通岗位上做好

自己的工作，贯彻落实新时代职业素养。

2.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与灵魂，对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

具有积极作用，同样也是中职生需要学习的重要内容，利于培养

学生良好品德。例如在《劝学》课程教学中，课文围绕“学不可

以已”展开论述，列举蓝草、冰水和车轮来阐述学习的意义，借

助车马和舟船等例子说明学习的作用，借助蚯蚓和螃蟹等事例说

明积累和坚持的重要作用。教师在此课程教学中，可将课文内容

引申至学生的实际学习中，让学生从自身视角出发了解学习的重

要意义。再例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课程教学中，课文中的两

位主角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有着高尚的品格，对学生有着

重要的指导意义。蔺相如大公无私的精神与廉颇知错能改的品质，

都值得学生学习。

3. 道德品质

道德品质是中职生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之一，是课程思政教

育中的重要目标之一。语文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

道德品质的塑造，引领学生发展。例如在课程《老人与海》教学

中，课文讲述了渔夫与鲨鱼搏斗的故事，整个故事节奏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文中的老人在面对浩瀚的海洋与凶猛的鲨鱼时，所表

现出的毫不气馁精神与顽强毅力，正是中职生需要学习的地方。

对中职生来说，他们虽然大多不会经历生死攸关的斗争，但面对

生活中的挫折要以积极态度处理，不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所打败，

要合理应对与解决。

4. 情感教育

情感教育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文

本阅读与学习感知作者传递的情感，感知作者笔下人物的坚韧品

质。例如在课程《致橡树》教学中，课文以“木棉”与“橡树”

来比喻理想爱情中的男女形象，认为两个相爱的人应如同两棵坚

毅的树，一棵阻挡外面的风吹雨打，坚持保卫着两人的世界，另

一棵树则开出红硕的花朵，为爱人照亮前程。两棵树有着高尚的心，

有着共鸣的思想与灵活，正如理想爱情中的爱人一般，共同依靠。

此课程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让学生以正确的态度看

待男女爱情。中职生正处于青少年阶段，他们的爱情心理有着特

殊性，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与关心学生，将此情愫转化为学生自

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激励因素，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三）优化思政教学设计

1. 发掘语文思政专题

专题化教学是语文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要注重

对课程、生活中思政专题的挖掘，在原有教育基础上，找准思政

内容与语文教学的切合点，将与思政主题相关的教学内容整合起

来，拓宽思政教育领域，促使学生开展更加全面与综合的学习。

对此，教师可以按照思政元素划分主题，针对职业素养、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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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要素设置思政专题。针对情感教育，教师可引导学生了解《我

的母亲》《多年父子成兄弟》等课程，通过课程学习引发学生反

思自己与家庭的关系。针对人生观，教师可以讲解《我很重要》

《我的四季》课程，鼓励学生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的生活。此类

专题的设置能够引导学生开展集中学习，促使学生形成学习成果，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与思政认识。

2. 补充关联性内容

教材内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教师可以在教材基础上进行延

伸与拓展，适当补充关联性德育内容，以完善思政教育内容。例

如教材中的《鸿门宴》与《廉颇蔺相如列传》均节选自《史记》，

学生通过这两篇课文的学习可以感知到《史记》的文学特点，而

后教师可为学生介绍作者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并引进《陈涉世家》

内容，以此感知作者的人生观，让学生学习司马迁在面对困境时

的积极态度。中职生的意志较为薄弱，缺少坚定的思想信念，此

思政专题的开设能够深化思政育人效果，对学生发展具有积极影

响。

3. 发掘社会热点专题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教育话题，教师要注重选择与教学

相契合的内容，并将其引进课堂，以此开展课程思政教育。例如

针对爱国主义情怀，教师可以引进卫国戍边英雄的故事，让学生

认识到目前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认识到每一位烈士都值得人们

尊敬，祖国的领土不容侵犯。英雄的牺牲令人感慨万千，他们身

上与国家共命运的壮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值得中职生学习。

针对民族自信，教师要注重引进我国发展现状相关数据与新闻报

道等，让学生了解我国在基建、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现状，通过世

界数据对比让学生明白祖国的强盛，以此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

（四）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1.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现代化技术实现了在教学活动中的渗透与引用，为学生带来

了视觉与听觉等感官的丰富体验，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借助信息技术开展教学，在导入环节、

新知引进环节、课堂训练等环节适当应用现代技术，以此深化学

生对学科的理解。微课、雨课堂等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型教

学手段，其可以为师生互动提供良好平台，应用于教学各个环节

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例如在“应用文单据”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借助雨课堂为学生发布微课视频，引导学生进行课前自主

学习，学习完毕后完成相应测试题，将自己书写的单据上传至平台，

教师则分析学生的答题情况，整合出学生的易错题，了解学生对

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技术互联网平台进

行教学游戏活动，让学生在轻松环境中巩固知识，以此提升课堂

教学效果。

另外，不同的课程内容可以设置不同的教学活动，针对诗歌

类课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诵读，比如《致橡树》，学生通

过朗读体会诗情诗意，感知作者情感变化，感知诗歌的意境美与

旋律美。针对小说话剧类课程可以设置角色扮演活动，比如最后

一片叶子课程，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活动了解课文内容，结合课程

细细品味，了解课文表达的情感，加深学生对贝尔门、苏和琼西

人性美的理解。

2. 开展思政实践活动

在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活动中，教师不应局限于传统课堂，要

注重对课堂外内容的延伸，将书本教育活动延伸至课外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践行思政理念。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过于注重对理论知

识的讲解，实践活动的占比较少。思政教育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

体验的结合，对此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将理论教学与学校实

践活动融合起来，吸引学生的参与。例如学校定期举办各类主题

的征文活动，比如“红色回忆”“我最喜欢的名著人物”等，此

类活动的文学特点较为明显，与语文学科教学特点相契合，教师

可以将语文课程思政理念融入进去，培养学生文学素养。另外，

教师还可结合课程内容创建实践主题，引导学生在课余实践进行

研究与分析，比如针对第二单元主题，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走

进家乡”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调查当地的风景名胜，引

导学生建立对家乡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3. 健全育人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体系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教师

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生，为后续教学设计提供有效参考。在中职语

文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合理设置思政评价体系，主要可从以

下方面入手：一是设置多元化评价主体。注重强调评价主体的多

元化，组织思政教育全过程人员进行评价，主要包括：师生互评，

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学生根据教师教学活动组织情况

进行评价；师生自评，教师与学生对自身表现进行综合评价；生

生互评，学生之间对彼此的学习参与情况与表现情况进行评价；

家长评价，家长对孩子表现情况进行评价，并通过参与听课活动

对教师教学活动进行评价。二是注重体现评价标准多样化。传统

评价标准主要以考试成绩为主，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对此教师

要注重通过多种途径考核学生，关注学生的成长，比如学生表现、

学生进步情况等。例如在口语交际课程中，教师要结合学生日常

表现进行评价，比如本身性格比较内向的学生能够克服胆怯心理，

勇敢进行自我表达，教师可给予较高的评价。

四、结语

“言教铸匠人，文道凝匠魂”，中职语文课程思政教育活动

的开展对学生能力发展与素质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强调在语文学

科学习中渗透思政教育元素，以推动学生思想认知发展。在语文

教学活动中，语文教师要正确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充分挖

掘课程中隐藏的思政内容，注重发挥语文的育人功能，一方面以

自身高尚品质感染学生，加强对相关思政内容的学习，规范自身

言行举止，以良好的德行影响学生；另一方面注重对课程的调整，

通过设置思政专题、开设思政实践活动等方式，有效培养学生的

品德，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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