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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课程思政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舒　航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语文课程是一门兼具工具性、人文性、思想性多重属

性的综合性学科，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内涵。文章结合中

职语文教学实例，从语文课内教学、校内实践、校外实践等多个

角度对课程思政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策略展开积极探索，以

充分挖掘语文课程的思政价值，发挥语文课程的思政功能，实现

学科育人、立德树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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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版）》中强调，教师

要引导学生“注重语言积累，增强语言感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不断提升思想品德修养，培养审美情趣，形成良好个性，养成健

全品格，促进职业发展”。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在“传道、

授业、解惑”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语文课程的思政功能，彰显语

文课程的思政价值，推动语文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同向同行，

贯彻“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指导思想。

在中职语文教学实践中，由于中职学生文化基础相对薄弱，

面对这一实际学情，更加需要教师扮演好引路人的角色，引导学

生学习知识、发散思维、锤炼品格、服务社会、奉献祖国。

一、课程思政在中职语文课内教学中的应用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其中明确强调了实施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战略意义。

中职语文课程建设应如何更好地发挥“主战场”作用，语文课堂

教学应如何更好地发挥“主渠道”的作用，语文教师应如何更好

地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按照党中央、教育部的精准规划与统

一部署，推动中职语文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同向同行，

已称为当前摆在广大中职语文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礼记》中讲到：“师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语文课

程作为中职院校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应充分发挥其人文属性，

通过课堂教学，将中职学生培养成为有道德、有情操、有理想、

有素养、有能力的新时代职业人才。

（一）立足文本维度，发掘思政元素

语文课程是集工具性、人文性、知识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

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促进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有着独到优势。

在中职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立足文本维度，充分挖掘教材文

文本中的思政要素，实现寓德于教。

例如，在教学老舍先生的《我的母亲》这篇课文时，教师可

引导学生基于课文内容，开展以下活动：讲述与父母之间的温情

故事；阅读感恩父母的诗词歌文；通过文字短信、视频连线等方

式向父母表达爱意；书写课后心灵个感悟等，引导学生在理解老

舍先生通过对母亲身上所具有的传统美德、良好品质的描写的基

础上，激发学生感恩父母、感念师长、感怀祖国的美好情感与高

尚情怀。

又如在教学《故都的秋》一文时，教师可指导学生通过分组

合作的方式，制作展示“秋韵”的小视频，以图文声像交互的方式，

将丰收的秋、绚烂的秋、清净的秋、热烈的秋融合起来，并在每

幅画面上都配以相应的诗词文句。

通过此类制作活动，不仅能够促进学生文学素养发展，提升

学生审美情趣，还可有效培养学生对家乡、对自然的丰富情感，

保障人文经教育目标的达成。

（二）立足学科融合，发挥思政育人功能

开展专业嵌入式语文教学活动，同样是发挥语文学科思政语

文价值的重要途径，能够有效促进学生专业能力、人文素养的全

面提升。

以装饰设计专业的语文教学为例，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

可尝试将平面设计、色彩搭配、绘画创作等专业要素融入其中，

在丰富语文教学内容的同时，更好地发挥语文课程的思政育人功

能。

例如，在教学《沁园春·长沙》时，教师便可以在诗文教学

中融入设计专业理论与相关绘画技法，通过层层推进的方式开展

课堂教学活动。

首先，初步品鉴诗词，感受诗词意象美。在学生初读诗文后，

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对诗文的理解，以绘制水墨画的方式表现“万

类霜天竞自由”壮观景色，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手

中的画笔描绘诗词中描写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百炯争流、鹰

击长空等一幅幅或秀丽，或壮美，或斑斓，或生机勃勃的湘江秋

景图，已达到诗画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此过程中，不仅能够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还可促使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更加深刻地感悟祖

国大好河山，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其次，深入研读，感悟诗词审美意境。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

作的方式，围绕毛泽东以及其他诗人对秋景的不同描写方式，制

作电子报，并就为什么在诗人的眼中秋景都是清冷悲凉的，而在

毛泽东的笔下秋景缺失豪迈壮阔的展开交流、探讨。促使学生通

过绘画，更加直观地感受诗词中描绘的景象，理解诗词中表达的

意境，领悟伟人以诗传情、借景言志的审美思想。

第三，反复吟诵，领略诗人豪情壮志。在绘画的形象展示中，

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然后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诵读竞赛，引导学

生反复吟诵伟人的诗词，感受伟人的壮志豪情，促使学生在反复

吟诵中，潜移默化地生成浩然正气，提升精神境界。

二、课程思政在中职语文校内实践中的应用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版）》中指出，职业

学校语文教学应突出其实践性，要注重对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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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教师加强语文实践教学，组织丰富

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

通过开展校内语文实践活动，不仅是促进学生语文素养发展

的有效途径，更是实施课政融合的重要载体。在校内实践中，教

师应充分挖掘其中的育人要素，将思政引领渗透于语文实践活动

中，达到活动促学、活动育人的效果。

（一）开展诗文诵读活动，落实思政育人

诗化教育是最美的教育。在中职语文教学中，需要教师充分

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优秀文化、弘扬优秀文化方面的重要载体作

用，为广大中职学生的美好人生打上牢固的中国底色。

通过组织学生开展诗文诵读活动，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深刻

理解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让学生充分认识到

传承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客观来讲，中职学生普遍基础薄弱，文学素养不强。而传统

的思政政治教育也往往更注重哲理说教，收效甚微。诗歌作为传

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诗文诵读，挖掘其思政功能，以此

唤醒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修养。

在活动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教师可以诗词为切

入点，挖掘语言文字中的思政因子，组织学生开展诗词诵读活动。

学生们从唐诗《暮江吟》《春江晚景》《登岳阳楼》《芙蓉楼送

辛渐》《岁暮归南山》到宋词《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江城

子·西城杨柳弄春柔》《望江南·江南柳》《江城子·密州出猎》

再到现代诗《再别康桥》《一代人》《雨巷》《你是人间四月天》

《断章》《我爱这土地》……踏着诗歌发展的足迹，学生们在文

字的海洋自由徜徉，与诗歌赴一场美丽的约会。

在诗歌诵读活动中，学生们尽情展示着自己的青春风采，聆

听着诗歌所承载的灵魂物语，感悟不同时代的文人雅士那深厚的

家国情怀、个人忧思，从而使得学生在提升文学素养的同时，增

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与认同。

（二）展示学生作品，落实思政育人目标

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展示学生专业作品，不仅能够促进学生专

业能力发展，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专业学习信心，

还可实现寓教于乐，思政育人的目的。

对此，教师可结合文本内容，根据学生的专业特长，将学生

划分为若干个活动小组，各组成员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展开合作，

制作与文本内容紧密联系、能够体现专业特色的作品，并在班级、

学校内进行展示。

以建筑专业为例，学生可制作古香古色的建筑模型，体现古

建筑的历史美感；或者发挥专业特长，制作介绍特色文化的宣传页，

促进历史文化精髓的不断传承……学生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诠释

语文知识，展示传统文化，激发学生对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的热爱，

通过这种和风细雨的思政育人方式，让学生终身受益。

三、课程思政在中职语文校外实践中的应用

中华大地，历史优秀，底蕴深厚。作为中职语文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怀着对中华文化的敬意，充分发挥语文学科育人主

阵地作用，深挖学科知识、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并将贯穿于语

文教学的全过程，引传统文化之水，润广大学子之心，基于课程

思政的中职语文校外实践，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探索。

（一）演绎传统文化故事，落实思政育人

现行中职语文教材中编入很多能够展示中华文化、体现民族

精神的名篇佳作，具有代表性的如《荆轲刺秦王》《廉颇蔺相如传》

等等。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文本内容，创编具有

时代内涵的课本剧，以达到以演促学、育人于无形的目的。学生

们通过创编、排练课本剧，在廉颇与蔺相如的对话中，他们领略

到勇于担当、“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和合”精神，在荆

轲刺秦王的故事中，感受古代侠士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诚义精

神……

学生们在校外排练、展演课本剧的过程中，能够对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产生新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美与德的

熏陶。

历史故事为语文课程思政育人提供了鲜活素材，学生们通过

亲身体验历史事件的跌宕起伏，感受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更加

加深了对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认同感、自豪感。

（二）聆听历史，落实思政育人

基于思政育人的中职语文教学，可组织学生到博物馆、文化

展览馆等地开展校外实践活动，以激发学生对探寻历史文化、中

华文物的热忱之心、敬畏之情。

学生们通过参观琳琅满目各种历史优秀文化遗物，在校外实

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波澜壮阔、深厚底蕴，在靠近历史、

倾听历史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思想境界的提升。

在结束校外实践活动后，教师可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

其在校外实践活动中的见闻与感触做成小视频，然后将制作成果

上传至进班级群中，进行分享交流，以激励学生奋发上进，提升

人文素养。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厚植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教育，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学生培养成为心中有大德、有大爱、有大情怀的人。因此，在

中职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应以新课标为引领，充分发挥语文学

科育人的主阵地作用，挖掘语文课程中的思政因子，促使学生在

优秀文化的传承中，提升道德品质，获得进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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