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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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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职语文教师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传统文化

的传播者。教师在中职语文课堂上通过宣扬传统文化，可以让学

生真正懂得“人伦之道”以及“生存之理”，促进学生综合文化

素养的提升。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注重从中职语文教师传统文

化素养现状的调查、调查的过程、结果以及应对措施四个角度开

展此部分内容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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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提出：“汉语有三美。一是意象美，

其可以感染人的心灵；二是形式美，其可以赏心悦目；三是声音

美，其可以让人享受声音的美感。”在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注重提升个人的传统文化素养，并组织多种形式的语文授课，

真正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受到传统文化中的“三美”，让他们

真正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创新者，提升中职语

文教师的教学水平。

一、中职语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调查的背景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源。中华民族儿女需要继承传统文

化中的优秀成分，更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发展，还

需要从世界的视角出发，吸收先进的外国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

生命力和历史厚重感，真正从传统文化中“咀嚼”精神食粮，真

正构建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的民族。

与此同时，在 2020 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

中特定设置两大板块，即“古代科技著述选读”以及“古代诗文

选读”，旨在真正让学生在阅读经典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获得文化

的认同感、自豪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职语文教师作为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

主体，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其文化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最终

的文化传播效果。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职语文教师的传统

文化素养进行调查，并制定相应的策略，真正提升他们传统文化

授课水平。

二、中职语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调查的过程

（一）调查的目的及对象

中职语文教师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其语文素养

的高低直接影响相应的传统文化教学效果。为此，笔者认为有

必要调查中职语文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与此同时，中职语文

教师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有利于让学生从更多的角度理解中华

文化，促进学生文化自信心的建立以及人格的完善。对此，笔

者注重从本校所在市的教师以及学生两个角度开展此部分内容

的调查。

（二）调查的方法及内容

本文中的调查方法主要分为两种：其一，网络问卷。其二，

访谈调查。调查的内容有三方面。方面一，中职语文教师的传统

文化水平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方面二，教师在运用教学

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的程度。方面三，中职语文教师的传统文化

教学现状。

（三）具体调查实施状况

为了提升调查的科学性，笔者注重调查样本的均衡性，采用“分

层 + 随机”的方式，开展大样本化的调查，并注重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从区域方面，笔者不仅调查本地区，而且还调查周边的区

域。第二，在学校方面，笔者调查了本市以及各周边县市中职学

校的教师和学生。第三，在年级方面，笔者进行了全年级的调查，

包括中职学校中的三个年级。第四，在专业方面，笔者兼顾理科

专业和文科专业的学生。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教师侧重运用网

络调研的形式，一共回收 2324 份，有效问卷为 2152 份，有效率

为 95.03%。学生问卷为 500 份，教师问卷为 1700 份。

三、中职语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调查的结果

（一）传统文化在中职语文教学的作用

通过调查，有九成以上的教师和学生认为学习传统文化具有

积极的意义，比如，增强民族自豪感、塑造优良的品格、提升思

想境界、培养语文素养等；有不到一成的学生认为学习传统文化

没有必要。在调查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渠道时，有将近二成的学

生认为语文课程是学习传统文化的主要课程。由此可见，师生认

为学习传统文化十分必要，但是并未认同语文课程是宣传传统文

化的重要学科。这也说明语文课程并未在宣传传统文化中发挥作

用。

（二）中职语文教师与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状况

通过调查发现，有九成的语文教师十分热爱传统文化，有

五成的学生对学习传统文化感兴趣；有三成的教师认为个人的文

化素养较高，有一成的学生认为个人的传统文化素养较高；有五

成的教师至少读完一次四大名著，有两成的学生读完四大名著；

有接近四成的教师可以背诵两百篇古诗，有一成的学生可以背诵

一百篇古诗。通过这个调查发现师生的整体传统文化素养相对较

低。

（三）中职语文教师的传统文化教学状况

本文中的教学状况包括教学方式以及教学资源。在教学状况

上，有将近五成的教师采用“阅读 + 讲评 + 记忆”的方式教学；

有将近两成的教师注重采用接近学生最近认知区域的方式授课；

有将近三成的教师采用师生互动的方式。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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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教师的教学方式存在较为严重的单向化现象，导致学生无法真

正深入体会传统文化的内涵，造成他们语文学习能动性差的局面。

在教学资源上，有将近五成的教师认为缺乏系统的传统文化资源，

是导致教师文化素养低、教学能力差的主要因素。有将近八成的

教师曾从本土文化的角度开展中职语文教学，但是由于缺乏相应

的传统文化资源，导致整体的传统文化教学效果不理想。

（四）考核传统文化的教学存在过于量化性

通过调查发现有将近七成的学生认为实践活动是检查教师传

统文化教学能力以及学生学习水平的重要方式；有将近三成的学

生认为可以将学生的日常行为作为评价的重要途径；有将近六成

的教师认为考试是检验学生传统文化理解能力以及个人教学状况

的试金石；有五成的教师认为可以通过检查学生传统文化作业的

完成状况开展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考试是一种较为量化

的评价方式，可以更为直接地掌握学生的文化掌握以及教师的教

学状况的同时，也体现出学生学习主观愿望与实际教学之间的差

距，导致整体的传统文化教学效果差。

四、中职语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调查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语文在宣传传统文化教学中的作用

传统文化是记录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展现形式。语文课

程不仅是一门母语性课程，而且还是记录传统文化的重要科目。

在构建中职语文传统文化的课堂中，教师需要真正意识到传统文

化在语文教学、学生成长方面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化

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创新性地发展，真正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

受传统文化的美感，启迪他们的心灵，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真正发挥让语文课程发挥宣传传统文化的主要作用。

（二）采用多种方式，增强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

本文中的传统文化素养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方面一，教师

需要具备基础的古汉语常识。方面二，教师需要深入了解古文化

知识。方面三，教师应具有较强的古诗文赏析能力。方面四，教

师需要具有科学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甄别能力。方

面五，教师需要具备结合时代发展灵活开展传统文化教学的能力。

为了达到增强语文教师传统文化的目的，中职学校可以尝试从以

下几点入手：第一，学校可以定期开展文化专题探讨活动，让教

师分享个人的文化教学经验，介绍个人在传统文化教学中的不足，

并给予针对性指导，增强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第二，学校可以

联合专业的文化部门，构建系统化的传统文化培训体系，让教师

接受立体式的文化培训，促进教师传统文化知识的系统化。第三，

学校可以构建专门的教研室，真正研究本校教师在传统文化教学

中的弊端，并在解析文化教学弊端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策略，促

进教师传统文化教学能力的提升。第四，学校需要加强本校的文

化培训，定期考核教师的传统文化培训效果，真正让教师在意识

到学习传统文化重要性的同时，更为积极地学习传统文化，促进

他们文化素养的提升。第五，学校教师需要树立学习意识，真正

在日常的工作中以及工作之余学习相应的文化知识，比如阅读文

化经典，如《资治通鉴》《道德经》等。第六，学校可以开展“民

间艺人进校园活动”，让民间艺人展示传统文化中的高超技艺，

增强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拓展他们的研究，促进教师传统文

化素养的提升。

（三）认识传统文化教学重要性，增强文化教学的体验感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在识读、理解和

运用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加深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理解，

并体会传统文化中阐述的思想美、情感美，感受文化的感染力，

获得文化自信心。为此，教师既要了解传统文化教学的意义，又

要构建具有体验性的传统文化授课形式，真正让学生在体验、感

悟以及思考中体会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促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理解、吸收和传播。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教师在传统文化的授课

中可以运用最为接近学生认知的区域的方式，让他们运用“能近

取譬”的思想，感悟文化的内容。与此同时，教师还需要注重引

用创新性的文化教学模式，并不断转变原有的传统文化授课观念，

真正落实“苟日新，日日新”的文化教学思维，让学生感受传统

文化学习的“新鲜感”。为了增强学生的文化体验感，教师在实

际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尝试立足以下几点：立足点一，开展专题式

学习。教师可以组中多种形式的专题学习形式，比如，情景教学、

微课教学、合作教学等，设置不同的专题学习内容，比如诗词、

散文以及诗歌等，增强学生传统文化学习的参与感。立足点二，

开展体验活动。教师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比如中华诗

词百家讲坛、墨香书法展示会等，让他们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四）完善评价过程，提升文化教学质量

在完善评价过程中，教师需要落实“以生为本”的思维，既

要让学生成为被评价者，又需让他们成为评价者，更为全面地认

知传统文化学习状况。在评价内容方面，教师应注重过程性评价，

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入手，立足长远，进行针对性评价，保证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同时，让他们更为积极地改正文化学习中的

问题。在评价方式方面，教师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师生三位一体

的方式。

总而言之，中职语文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既包括教师头脑中

储存的文化知识，又包括教师的实际文化教学能力。这要求教师

需要从两方面入手提升个人的传统文化教学能力，为学生打造相

对开放的文化授课模式，促进个人综合文化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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