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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育人，培根铸魂——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
宋忠东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300）

摘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们要把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和价值塑造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大学语文集基础性、工

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于一体。我们可以通过挖掘教材思政元素、

联系现实生活来落实大学语文“以文育人，培根铸魂”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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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全日制

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发挥本学科的人文教

育性以及基础性特征，适应时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逐渐交融

的发展趋势，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人文通识教育课程重点是

对学生精神培养和健全人格培养。语文科目贯穿学生整个学习生

涯。汉语和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蕴含着民族的历史、

文化等。“大学语文”，就是从语言、文学、美学等方面对其实

现课程思政教育，促其立德树人，促其实现德技双修。如何在大

学语文教学中以文育人、培根铸魂，落实思政教育？笔者结合教

学实践谈点认识。

一、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工作

我校全面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精

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我校高度重视课堂教

学的育人主渠道作用。积极挖掘梳理各门课程的德育元素，构建“三

全育人”工作格局，全面推进立德树人。

我校组织广大教师学习课程思政理论，参与课程思政教学比

赛等系列活动。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深入挖掘各门课程

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增强通识教育课程、大类基础课程的育人功能，

将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科学精神融合起来，将思想价值引领贯

穿于教学计划、课程标准、课程内容、教学评价等主要教学环节。

开发具有德育元素、思政元素的特色课程，组织知名专家、教学

骨干、科研骨干、优秀教师开展具有学科特色的系列讲座。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把校内和校外课程思政资源相融合，

实现共同育人。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课程思政”理念，

学会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重视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利用思政专题

教育、集体备课、专业研讨等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素质培养，

力争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想引领、价值引导融入到各类课程

的教学过程之中，注重将“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功能放在突出

的地位。

二、挖掘大学语文教材中的思政资源

立足于“人文”建立的任何一门通识课程，都具有“思政”

本色，肩负着“思政”使命，大学语文更是如此，无论语言、文学、

美学还是其他，均具有铸造精神、培养人格、提升道德的固有属性。

中国古代就有“文以载道”的文论观，就是说，我们的古人早就

意识到语文的“思政”本色。大学语文这门学科自然而然承担着

培养学生世界观、价值观的职责。语文课程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

核心、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公共基础课程。 课程的设

计理念是 “以能力素质发展为中心， 为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服务”，

并以坚持“立德树人”思想引领组织教学、以能力为中心组织教学、

结合专业特点组织教学、落实行动导向组织教学为设计思路。做

好语文教学设计，注重感性体验、注重文本细读、注重问题探究、

注重分享沟通、注重想象激发、注重批判思维。 我们要重视文本

解读，通过诵读或讲解把在静止的文字行列中的鲜活的物象还原

出来，彰显出来，唤醒学生细腻而微妙的文学感觉，引发真切而

深刻的阅读体验。语文教学设计的基本策略。做好课程思政教育

的迁移与体验，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借助恰当的载体，最大可

能获得学生的情感价值认同，促使学生将教学内容、思政元素内

化成为能力和修养。在教学实践中，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晨

读时间诵读经典文本，练习写作书评，开展集体交流或展示活动。

我们要仔细研究大学语文教材单元编排、研究课文内容的选

取。因为单元编排和文章选取一般融合知识能力和价值引导。每

个单元内容都紧密结合单元主题，如从理想篇、家国篇、友情篇、

生命篇、社会篇、自然篇等单元名称中，我们就能看出教材编者

以文育人、培根铸魂的编写理念。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选文所蕴

含的思政元素，然后对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思政教育。比

如，从《离骚》中，我们可以学习爱国诗人屈原“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理想的追求；从《苏武传》中，我们自会

感动于苏武“渴饮雪，饥餐毡，牧羊北海边”的矢志不渝，从《阁

夜》中，我们能够感受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

除了文本，我们还可以拓展到作者，延伸到时代。比如学习

屈原的作品，我们就可以“爱国主义”为主线，串起中国文学史

上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一个个爱国主义作家，他们“位卑未

敢忘忧国”，“留取丹心照汗青”。毛泽东的《七律 答友人》，

诗人将神话传说中娥皇和女英依傍清风飘飘降临。“斑竹一枝千

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诗人描写下凡仙女的音容笑貌中植入

了革命烈士杨开慧，天上人间合二为一，寄托了作者的绵绵哀思。

三、在经典诵读中渗透思政教育

近些年，伴随着国学热的出现，经典诵读成为语文教育教学

方面的一个热门词汇和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推广国学的一面旗帜。

经典诵读在当下的语文教学中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和宽广的价值。

我们将经典诵读渗透应用于当下的语文教学，也是语文核心素养

的一种探索。

“韦编三绝”的故事就是说孔子反复研读，连串竹简的皮绳

弄断了三次，足以看出其诵读之精深。语言文字是能量信息的载体，

对那些经过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精华，反复诵读，在诵读中就会

逐渐形成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激发自我的创造活力和生命内发

力。大学语文教学，在侧重于理解性认知的基础上，应该将经典

诵读渗透其中，这样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教学效率，也有助于学

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和高尚人格的形成。学习一篇文章，并非识字

造句、分析理解就可以完成教学目标任务，而是应站在生命和智

慧的高度去认知学习。识词造句只是基于技能层面的知识传递，

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则是语文教学中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通过

文学的熏陶、浸润，滋养人性的精神内核，使人富于理想和活力

而不乏理性精神，使人精神饱满而不乏现实生存之技能，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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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地充满敬畏，让人成其为人。

四、联系现实生活进行思政教育

“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要让学生树立生活

中处处有语文的思想。而生活本身蕴含着多样的思政元素，比如

每个传统节日临近，我们就可以在课堂中融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的思政元素。我国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清明节等均饱含中

华传统文化，人文内涵极为丰富。我们要在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

文化的思政元素。

今年 4 月 23 日，学院组织广大学生“同上一堂航天精神思政

大课”活动，以“航天英雄归来”为切入点，通过“神舟 13 号航

天员乘组返回画面回顾、科学家讲述中国航天故事、航天探索小

实验、青少年学子分享太空梦想”四部分内容，向广大青少年普

及空间科学知识，深入阐释航天精神，感受航天技术飞跃，增强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青少年培养探索精神，努力为航天强

国建设贡献力量。

五、借助信息技术渗透思政教育

现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别的不说，仅各类微信公众号上就

不乏丰富的学习资源。合理运用这些资源，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积

极性，还能提高教学效率。当然，在教学资源的选择上，我们应

注意结合教学目标，注意落实课程思政。比如，学习《三国演义》，

我们就可以跟学生一起听“每晚一卷书”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

读懂《三国演义》才明白：人生的 5 条戒律，越早认清越好。

作者从《三国演义》中选了吕布、许攸、关羽、张飞、周瑜等 5 人，

通过这 5 个人告诉我们做人的 5 条戒律：不仁不义，会遭万人唾

弃；为人狂妄，终被己反噬；骄傲自满，易铸成大错；乖张暴戾，

是引祸之源；心胸狭隘，非长寿之兆。从人物故事中抽象出一种

人生启迪，这一思路适合解读《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从小

说中的人物身上抽象出做人的 5 条戒律，这其中的思政教育显而

易见。

六、在校本教材主题编排上落实课程思政

在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我们在编著校本教材时，要紧紧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挖掘和利用大学语文中思政元素，促

进学生提升综合素养。篇目分组上可针对篇目主题不同，分设不

同单元。《论语》《老子》《孟子》《弟子规》等篇目，可让学

生了解文化经典，树立文化自信，感悟仁者爱人的重要内涵，故

可将诸篇设置为文化自信单元。《大学》《中庸》《满江红》《正

气歌》等篇目，引导学生树立浩然正气，提高自身修养，感受正

直高尚人格品质，教会学生做人，故可将诸篇设置为家国情怀单元。

《哀郢》《秋兴八首》《谏逐客书》《过秦论》等篇目，引导学

生体会忧国忧民、感时伤世的情感，激励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

培养学生使命意识、忧患意识、担当意识等。故可将诸篇设置为

社会责任单元。

七、在“大思政”视域下创新教学方式

高校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知能力，学生可以结合

教师所布置的流程自主完成学习任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将知识内

化于心，实现自我认知能力的提升。为此，结合学生这一特征，

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引入混合、MOOC 等教学模式，打造全新的教

学平台，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 

以混合教学体系为例，为了充分发挥此种教学方式的应用价

值，并体现课程思政的引导价值，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

课前教学内容的整合。文学种类繁多，教师在选择时，要保持以

下两点，一方面选择可以体现地区文化特色、能够在短时间内提

升教学效果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作品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思

政引导价值，不仅要易于学生接受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念。例如，我国著名文学家苏轼所作的《定风波》，其

中可以体现出作者被贬后旷达的心态。之后，将这些融思政教育

内容的素材上传到班级学习平台、教学 APP，并制定详细的教学

流程，让学生在流程引导下完成学习任务，并将自身在学习中存

在的疑惑留在评论区。教师则是结合线上教学平台的记录功能查

看学生学习情况，把握他们对思政内容学习的不足之处，为线下

教学活动的开展做好准备工作。在线下教学中，教师为了实现课

程思政内容的深度融合，可以围绕教学内容开展教学活动。又如，

我们语文教学团队在教学诗歌单元时，为了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表达能力以及专业技能，  形成三方合力，  教学团队以 大学语文

“工具性、人文性、审美性”来贯穿阅读赏析、 拓展训练两个教

学模块。在循序渐进的“读、写、品、说”语文能力训练中，  暗

合了“悟主题、寻素材、出构思、绘样式、释设计”的设计类专

业流程， 实现了语文能力训练与专业技能发展的有机融合。同时， 

作品充分发挥课程的特色属性，  将爱国、爱集体、爱家乡的审美

修养与课程思政渗入“赏析诗歌、仿写诗歌、美读诗歌”等阅读

赏析训练，  把精益求精、  臻于完善的工匠精神融入“阐释设计”

当众发言训练， 实现了语文能力、思政素养、专业技能同向同行， 

协同发展的培养目标。

八、开展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

在“大思政”理念下，利用大学语文、思政政治、职业规划

等课程，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发展态势，了解国

家发展战略和行业需求，增强职业责任感，教育引导学生准确理

解并自觉践行各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组织已就业的优秀

学生代表分享职业经验，组织行业专家开展职业道德专题讲座，

组织开展职业理想交流和研讨会，帮助学生树立职业理想和职业

道德教育。例如：教师的职业理想是在深刻认识教育事业伟大意

义的基础上从事教育事业的志向、抱负和追求。教师理想是教师

献身于教育工作的根本动力。教师理想确立后，工作自然会有强

烈的冲动、愿望、使命感、责任感，也能感受到从教的乐趣。我

们既要搞好教学也要做好教研、科研，努力成为科研型、专家型

教师。要把教师职业作为神圣的事业去追求，既要在确定职业时

处理好个人志趣同社会需求两者之间的结合与统一关系，又要处

理好职业定位与个人才能的关系，建立起只要勇于实践，勤于积累，

通过辛勤劳动定会成为合格教师的信心。还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

发扬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精神，在实践中追求成就。

总之，我们要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将思政教育与文本、生活

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文育人，培根铸魂。这样，我们大学语文的

课程思政就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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