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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中职语文教学中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对策探究
马建红

（济南理工学校，山东 济南 250117）

摘要：语文是中职学校的一门必修课，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气息，

有利于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渗透

人文教育，挖掘教材蕴含的人文素养元素，促进学生人文素养发展；

运用微课创设人文教育氛围，激发学生对生命的敬畏、对大自然

的热爱，提升他们的人文情怀；创设生活化情境，建立职业教育、

人文教育和语文教育新联系，提升学生道德情操；优化名著整本

书阅读教学，提升学生文学鉴赏能力，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组

织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全面提升中职学生人文素养。

关键词：中职语文；人文素养；重要性；现状与对策

人文素养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面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体现，

也是中职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写作能力和审美能力，同时还可以提升学生道德素养。中职语文

教师要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人文教育元素，利用好教材课文、名著

片段，带领学生了解主人公身上的美德，为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

和职业榜样，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同时，教师还可以创

设探究情境、生活情境，引导学生感受文化艺术魅力、人性的光辉，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人文精神。

一、中职语文教师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大多数中职学生都经历了中考失利，文化课基础比较薄弱，

缺乏语文学习自信心。人文素养可以重新点燃学生语文自信，引

导他们深度探究生活中蕴含的语文知识，让他们意识阅读、写作

和沟通能力对未来就业的积极影响，从而激发他们的语文学习兴

趣。此外，人文素养还可以创设沉浸式语文教学情境，引导学生

品味文字背后的情感，从而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让他们主动学

习语文知识、阅读中外名著，进一步丰富他们的语文知识储备，

从而提升他们的语文学习能力。

（二）有利于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人文素养包括了基本道德观念、审美情趣与艺术精神、对生

命和自然的敬畏等，有利于中职语文课堂德育教育提供更多素材，

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接受美德熏陶，全面提升他们的道

德素养，促进其全面发展。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渗透人文教育，

挖掘课文中蕴含的感恩教育、生命教育和传统文化等元素，引导

学生主人公身上的可贵品质、中华民族美德等，把语文教育和人

文教育融为一体，让德育之花绽放在中职语文课堂。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语文学习能力

人文素养可以让古诗词、文言文阅读和应用文写作教学更加

接地气，营造不同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中鉴赏古诗词、品

味文言文、阅读文学名著，进一步提升他们文学鉴赏能力和阅读

能力，进而提升他们的语文学习能力。中职语文教师可以结合所

带班级专业开展人文教育，搜集劳动教育、工匠精神等素材，促

进职业教育和语文教育的融合，引导学生结合专业知识理解语文

知识，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

（四）有利于提升中职语文教学质量

中职语文课程涉及人生、理想方面的主题，同时还有着丰富

的文学体裁，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我国文化的独有魅力，从而端正

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提升语文课教学和育人质量。语文

教师要深入讲解古诗词和文言文，除了要讲好基本的文学常识，

还要渗透挖掘古诗词和文言文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孝道文化和传

统节日等元素，全方位渗透人文教育，进一步拓展教材内容，从

而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发挥出语文课育人价值。

二、中职语文课堂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现状

（一）学生语文基础薄弱

很多中职学生把就业放在首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专业课

学习上，对语文课不太重视，语文学习局限在课堂之上，很少在

课下主动阅读名著、诵读课文，阅读储备比较少，这不利于他们

人文素养发展。很多学生只是简单识记汉字、朗读课文、背诵古

诗词，忽略了分析古诗词意境和蕴含的人生哲理，很少阅读中外

名著，阅读理解能力比较薄弱，对人文素养的认知比较浅薄，自

然无法意识到人文素养的重要性，影响了语文学习质量。

（二）教材人文素养素材挖掘不到位

随着新课改的实施，很多中职语文教师开始重视核心素养培

育，开始主动渗透人文教育，但是对教材人文素养的挖掘不太深

入，影响了人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的融合。例如教师在古诗词教学

中，更侧重背诵、古诗词翻译和鉴赏等知识，忽略了讲解古诗词

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历史故事，影响了学生审美和鉴赏能力发展。

部分教师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更侧重讲解通知、会议记录和简

历等写作格式，忽略了渗透工匠精神、劳动精神教育，不利于学

生人文素养发展。

（三）缺少实践活动做支撑

目前中职语文课堂人文素养培养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践活

动做支撑，制约了学生人文素养发展。第一，语文教师忽略了组

织人文教育主题活动，只是单纯渗透德育教育、人文教育，忽略

了组织名著读后感、课本剧表演和古诗词大会等实践活动，影响

了学生对人文素养内涵的认识。第二，教师忽略了应用职业教育

素材开展人文教育，例如组织大国工匠主题演讲活动、职业技能

报国辩论赛等活动，很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人文素养对专业课学

习、未来就业的积极影响。

（四）语文教学方法单一

很多中职语文教师教学理念比较保守，习惯“一讲到底”教

学模式，留给学生独立思考、合作探究的时间比较少，导致学生

忙于抄写板书和笔记，忽略了对课文进行深度阅读，影响了他们

阅读能力、审美能力和写作能力发展，更让他们人文素养发展困

难重重。部分教师还在使用 PPT 开展教学，很少利用微课、线上

教学 APP 开展教学，单一化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

不利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也阻碍了他们的人文素养发展。

三、中职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对策

（一）挖掘人文教育元素，促进学生人文素养发展

中职语文教师要全面分析教材，提炼其中蕴含的人文元素，

把语文教学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进一步促进学生人文素养发展。

首先，教师可以对教材中蕴含的人文知识进行深入挖掘，带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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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祖国丰富的语言文字知识，通过对不同题材的课文的分析，

引导学生感受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从而加深学生对人文知识的

理解。例如教师在讲解苏轼的《赤壁赋》这篇课文时，可以带领

学生了解苏轼被贬黄州的背景，感受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些

都是良好的人文教育素材，有利于渗透家国情怀教育，促进学生

人文素养发育。学生自主翻译《赤壁赋》，分析课文五段段落大意，

通过主客对话分析苏轼被贬后的心态以及政治抱负，有理有据阐

述个人观点，引导学生直面挫折，以积极客观的心态面对生活。

其次，教师带领学生鉴赏《赤壁赋》，引导他们分析课文语言特点、

蕴含的人生哲理，鼓励学生分析找出课文中心论点，培养学生逻

辑思维能力，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事物，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

认真的科学精神，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学科育人

价值。

（二）微课创设人文教育情境，渗透生命教育

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创设富有人文气息的教学情境，引导学

生在情境中体验人文情怀，引导他们深度分析课文，提升他们探

究性学习能力，调动他们的语文学习积极性。例如教师在讲解郁

达夫《故都的秋》一课时，可以利用微课介绍课文独特的创作背

景，让学生了解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尤其是北平的巨

变，帮助学生了解郁达夫在文字中寄托的悲凉之情。第一，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把微课和课文内容进行对照，引导他们分析郁达夫

描写了北平秋天的哪些景色，并用思维导图创作故都的秋美景图，

提升学生深度阅读能力。有的学生归纳出北平秋天的槐树、秋蝉、

秋雨和果树等景色，分析了作者描写这些景色时的修辞手法，例

如比喻、拟人等，进一步感受字里行间蕴含的忧伤。第二，教师

可以讲解课文“清、静”的感情基调和清冷意境，引导学生提炼

课文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提升他们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从阅读中

收获正能量。人文素养可以让学生感悟文字背后蕴含的情感，培

养他们深度阅读的好习惯，师生携手提升阅读教学质量。

（三）创设生活化情境，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中职语文教师要凸显职业教育特色，把职业道德融入人文教

育中，渗透工匠精神、爱岗敬业精神等职业道德素养，进一步提

升学生道德素养。例如教师在讲解《从罗丹得到的启示》一课时，

可以利用微课介绍著名雕塑家、画家罗丹生平事迹，激发学生阅

读兴趣，让他们主动探究作者从罗丹身上得到了哪些启示？罗丹

身上有哪些美德？作者如何塑造罗丹的人物形象等问题，引领学

生进行深度阅读。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主人公罗丹的形

象，让他们从神态、动作、语言等角度进行分析，例如写罗丹的“温

和”“淳朴”，写罗丹的工作衫等，让学生可以感受罗丹工作时

的专心与投入。有的学生分析了作者与罗丹的对话，认为罗丹是

一名艺术巨匠，他在雕塑师追求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追求完美，

甚至把到访的客人都忘记了，这种专注的工作态度就是工匠精神。

其次，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分析罗丹人物形象，例如罗丹是工匠精

神的代表，不求浮名利禄，只求艺术创作与创新，全身心投入艺

术创作，一工作起来就忘记了一切，这种全身心投入、追求极致

的职业精神值得中职学生学习。有的学生认为作者选取了具有典

型意义的事件表现罗丹工作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浑然忘我的精

神，这个最能充分反映罗丹的工匠精神和艺术素养，值得我们学

习。学生要以罗丹为榜样，尊重艺术，热爱创新，学习他吃苦耐劳、

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美好品德，为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四）组织整本书阅读教学，提升学生鉴赏能力

语文教师要关注学生课外阅读，根据学生阅读喜好、教学内

容，向学生推荐中外名著，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督促学生坚持

每天阅读一小时，丰富他们的语文知识储备，进一步提升他们文

学鉴赏能力。例如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鲁迅先生的《呐喊》，

让他们感受鲁迅先生犀利文笔下蕴含的炙热爱国情感，让他们做

好阅读笔记，摘抄其中的经典段落，督促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第一，教师可以先带领学生分析《呐喊》的目录，让他们明

确各个章节之间的联系，了解《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

Q 正传》《故乡》等 14 篇短篇小说内容，引导学生根据自己阅读

速度、课下时间来制定阅读计划，让他们详细规划每天的阅读页数、

做好阅读笔记，再讲解精读阅读技巧，进一步提升中职学生名著

阅读能力。第二，教师可以讲解批注式阅读技巧，引导学生利用

不同符号标注出自己阅读中不理解的地方，或读起来很精彩的段

落，引导他们从小说结构、人物形象、写作手法和抒情方式等方

向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升中职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进而提升他们

的人文素养。

（五）组织综合实践活动，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例如红

色文学经典作品诵读活动、应用文写作、课本剧表演和书法展示

活动，挖掘学生语文学习潜力，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例如

教师在讲解《鸿门宴》一课后，可以组织课本剧表演活动，鼓励

学生对课文进行二次创作，让他们把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剧本，

既可以锻炼学生文言文翻译能力，还可以提升学生文学创作能力，

让他们全身心投入课本剧表演中。有的学生自由结组，准备了相

关道具，再现项羽、刘邦、樊哙、张良等人在鸿门宴上的一举一动，

展现了刘邦雄才伟略和知人善任，以及项羽优柔寡断的性格，提

升了个人文学鉴赏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班级古诗词大会，

分为个人和团队赛，设计飞花令、命题古诗词和古诗词默写等环节，

鼓励学生踊跃报名，激发他们学习古诗词的积极性，加深他们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从而提升中职学生人文

素养。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深入感受人文素养魅力，引

导他们探索传统文化魅力，把人文素养和课本剧表演、古诗词鉴

赏和名著阅读等融合起来，增强他们的鉴赏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

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

四、结语

中职语文教师要重视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挖掘教材中蕴含的

人文教育元素，加深学生对人文素养的认识，运用微课创设人文

教育情境，引导学生挖掘课文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同时，教师还

要渗透德育教育，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和热爱祖国的美

好品德，把人文教育延伸到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促

进他们的全面发展，提升中职语文教学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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