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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策略
张海波

（沈阳市艺术学校，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随着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提出，德育教育全方位渗透进

中职语文课堂，促进了职业教育、德育教育和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

有利于提升中职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和就业竞争力。中职语文教师

要利用好教材，挖掘其中蕴含的职业道德教育素材，树立职业道

德榜样，弘扬古诗词文化，挖掘其中蕴含的劳动教育、家国情怀

等美德，激发学生爱国热情，优化应用文写作教学，培养学生一

丝不苟、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组织德育综合实践活动，运用美

好品德浸润学生心田，提升中职语文德育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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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文化课基础比较薄弱，阅读视野比较窄，学习习惯

也不太好，这给语文德育教育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中职语文教师

要立足学生特点，量身定制德育教育方案，把职业道德教育和语

文教学融为一体，端正学生职业态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利用

劳动教育、家国情怀等熏陶学生，增强学生家国情怀；立足职业

教育特色，优化通知、简历和会议纪要等写作教学模式，培养学

生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提升中职学生人文素养和写作能力；组

织德育综合实践活动，鼓励学生阅读红色经典作品，组织劳动实

践活动，全面提升中职学生道德素养，展现语文学科独特的育人

魅力。

一、新课标下中职语文课堂德育教育现状

（一）忽略了渗透职业道德素养教育

虽然很多中职语文教师渗透了德育教育，但是现有德育教育

主要围绕传统文化、家国情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忽略

了融入职业道德素养教育，德育教育和职业教育存在脱轨的问题。

例如教师在古诗词教学中，更侧重讲解古诗词韵律、意境和翻译

技巧，以此来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却忽略了对古诗词中

劳动人民勤劳肯干、精益求精和任劳任怨等职业美德进行讲解，

影响了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知，不利于学生职业道德培养。

（二）对教材德育素材的挖掘不够深入

中职语文教材收录了古诗词、文言文、散文、记叙文、文学

名著和演讲稿等体裁，是不可多得的德育教育素材，但是教师对

这些素材的运用还不是很充分，对素材德育价值挖掘不够深入。

例如教师在记叙文阅读教学中更侧重阅读技巧、细节分析和修辞

手法分析，以此来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忽略了引导学生分析

作者生平事迹、人物身上的高尚品德等，导致学生难以体会记叙

文蕴含的炙热情感，影响了德育教育在语文课堂的渗透。

（三）忽略了组织德育综合实践活动

中职学生执行力更强，德育教育更需要付诸实践，但是很多

语文教师却忽略了这一点，德育教育局限在理论教学中，没有把

德育延伸到语文综合实践中，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这也是影

响中职语文德育教育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教师在名著导读

单元教学中，只是带领学生诵读名著，分析名著故事情节、文学

价值和语言特色，忽略了组织课本剧表演活动、读后感写作活动，

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德育教育缺少发展的“土壤”。

（四）学生对传统文化不太重视

传统文化是培育中职学生文化自信、人文素养的重要载体，

但是中职学生对其却兴致缺缺，他们更热衷于互联网小说、短视

频和影视剧，这种心态影响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例如

很多学生更热衷于阅读网络小说、刷短视频，很少主动阅读古典

文学名著，对书法也缺乏学习兴趣，只是机械性背诵教材古诗词，

了解古典文学名著故事梗概，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比较肤浅，对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比较低，这给中职语文课堂传统文化教育造成了

很多困扰。

二、新课标下中职语文课堂渗透德育教育必要性

（一）有利于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语文课程不仅可以提升中职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还可以提升

他们的人文素养，中职语文教师要最大限度发挥学科优势，把传

统文化、职业道德、工匠精神、敬业精神等融入语文教学中，运

用这些美德激发学生语文学习积极性。例如语文教师可以利用边

塞古诗词、红色文学名著来渗透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感受字里

行间流淌的爱国情怀，让学生感受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保家卫国、

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家国情怀，以此来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提

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

德育教育可以建立语文教学和职业教育的新桥梁，挖掘学生

情感需求，改变唯分数第一的传统评价理念，挖掘中职学生身上

的闪光点，结合职业场景渗透语文教学，让他们收获语文学习幸

福感，丰富学生精神世界。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应用文写作教学，

渗透工匠精神教育，规范学生语言和思维逻辑，培养学生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的写作习惯，让他们感受到语文对个人职业技能提升的

重要性，从而激发中职学生语文学习兴趣，让她们全身心投入语

文学习中。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近年来中职学生就业竞争日益白热化，德才兼备的职业人才

更受企业青睐，语文教师要积极承担起德育教育责任，把语文教

学和职业教育衔接起来，培养学生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和创新精

神，为学生未来就业奠定坚实基础。此外，语文教师要积极渗透

人文教育，讲解职场礼仪、跨文化事业，鼓励学生多阅读、勤练笔，

提升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提升学生人文素养，让学生在求职过

程中脱颖而出。

（四）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中职学校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职业道德素养也是企业招

聘重要标准，语文作为中职各个专业的必修课，要聚焦学生职业

道德素养培养，把爱岗敬业、工匠精神、吃苦耐劳和创新创业精

神融入语文教学中，实现德育教育和语文教学的双赢。教师可以

挖掘课文中良好职业榜样，例如为祖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邓稼先、

不畏权贵同情底层劳动人民的苏轼等人，让学生以这些人物为职

业偶像，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

三、新课标下中职语文教学德育渗透策略

（一）挖掘教材德育素材，渗透职业道德教育

中职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凸显职业道德教育目标，真

正把职业技能和语文教学衔接起来。例如教师在讲解《那一年，

面包飘香》一课时，可以围绕面包师傅反复提到的“不要学坏，

要有一技之长”开展精读教学，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实现自己的职

业理想。课文主人公面包师傅的个人经历和中职学生比较相似，



102 Vol. 5 No. 08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同样年少叛逆，不爱上学，他在老师的鼓励下追求自己的面包梦，

成为了优秀的面包师傅，这种励志精神可以激励学生。面包师傅

上学时叛逆个性，学习不太认真，后来因为家庭贫困，放弃了上

学，他的老师却一直写信鼓励他，劝他不要学会，学习一技之长，

鼓励他自食其力。他感恩老师对自己的鼓励和关心，一心一意学

习做面包，最终拥有了一家自己的面包店，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

想。教师可以利用面包师傅成长、求学和创业的故事激励学生，

真正让学生明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此外，教师要激

励学生学习面包师傅的职业道德素养，坚持自己的梦想，从最底

层的工作开始，发挥吃苦耐劳精神，学好自己的职业技能，争做

职业领域的优秀者，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追求卓越的服务品质，

用努力和奋斗实现理想，塑造中职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二）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古诗词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家国情怀是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精神力量，古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抒发爱国情怀的诗篇，中

职语文教师可以利用古诗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陶冶学生道德情

操。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微课展示脍炙人口的爱国主义诗篇，例如

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让学生了解古代将

领保家卫国、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翻译

这两首古诗词，让学生分析岳飞和文天祥爱国形象，让学生品味

古诗词字里行间流露的爱国热情，分析这两位爱国将领、文学家

不平凡的一生。学生可以了解岳飞精忠报国的决心，了解他为抗

击金国做出的贡献，延伸到如今的解放军战士，例如为国牺牲的

戍边英雄，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维护祖国利益的决心，继承

先辈的爱国情怀。此外，语文教师可以播放《中国诗词大会》和《经

典咏流传》等节目视频，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可以举

办班级古诗词大赛，设计“飞花令”、古诗词接龙等比赛环节，

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古诗词。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渗透传

统文化教育，弘扬家国情怀，鼓励学生继承先辈爱国之志，让他

们树立“少年强则国强”的志向，让家国情怀扎根语文课堂。

（三）创新应用文写作教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应用文写作是求职者必备的职业素养，不仅可以展现求职者

写作能力，还可以展现学生人文素养和商务礼仪，有利于提升学

生核心素养和职业竞争力。例如教师在海报、简报、合同和通知

等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可以展示优秀应用文写作范例，利用真实

案例讲解不同类型应用文写作技巧，激发学生应用文写作兴趣。

教师可以展示优秀企业海报作品，让学生了解海报设计基本要素，

讲解广告语设计、广告文案设计技巧，例如广告语要简短、朗朗

上口，一下子抓住消费者眼球，广告文案则要凸显产品特点，凸

显产品独一无二的优点，以此来提升产品销量。教师可以鼓励学

生设计校园海报，让学生把对母校的热爱、职业梦想倾注在海报

设计中，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此外，教师可以重点讲解个人简历

书写技巧，为学生出示优秀求职简历，明确简历书写重点，引导

学生在简历中凸显个人求职优点，例如销售类岗位要凸显性格外

向、善于沟通的优点；设计类岗位要凸显个人创新能力、绘画能

力和舞蹈能力；技术类岗位要凸显个人心灵手巧、精益求精和认

真负责的优点。应用文写作可以锻炼学生语言组织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培养学生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

鼓励学生把这种好习惯延伸到专业课和未来就业中，培养学生工

匠精神，提升中职学生就业竞争力。

（四）组织德育综合实践，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组织课下德育综合实践，把德育教育延

伸到学生生活中，引导学生感悟生活之美，重塑学生自信心，把

德育教育落到实处，提升中职学生道德素养。首先，教师可以开

展“书香班级”活动，准备红色文学经典作品、国外文学名著和

古诗词等书籍，鼓励学生积极阅读，让阅读陶冶学生情操。例如

有的学生阅读了《红岩》，了解了江姐的革命事迹，了解她为新

中国成立做出的贡献，当面对敌人威逼利诱时，残酷刑罚时，她

选择咬牙坚持，甚至还组织狱友们英勇抵抗，用生命捍卫了对党

的誓言，展现了中国女性的坚韧。有的学生还排练了舞台剧《红岩》，

介绍了江姐、齐晓轩、许云峰等人与反动派斗智斗勇的故事，歌

颂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号召继承红色基因。

其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发挥专业所长，制作一些手工艺品，

例如创意摆件、汽车模型和动漫人物设计图纸和短视频等，展现

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成长，激发学生职业自信，营造良好班级学习

氛围。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课本剧表演活动，鼓励学生把《雷雨》

《智取威虎山》等搬上舞台，提升学生课本剧编写能力和表演能力，

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良好团队精神，发挥语

文课程德育价值，浸润学生心田。

（五）积极渗透劳动教育，增强学生劳动意识

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劳动教育素材，增强

学生劳动意识，端正他们劳动态度，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热爱劳

动和吃苦耐劳的好习惯，让学生树立正确职业生涯理念。例如教

师在讲解《为自己高兴》一课时，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课文主人公

为什么为自己高兴，劳动与快乐是否存在联系，让学生带着这些

问题来分析课文。课文中的小凌与小妮只是普通的劳动者，她们

却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给他人带来方便，用自己的双手改变

生活，所以她们为自己高兴。这可以启发中职学生对人生和未来

就业的思考，避免好高骛远，从基层劳动入手，用自己的辛勤工

作创造财富，获取快乐生活，平凡的劳动能带给自己快乐和安定。

此外，语文教师还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例如关爱

孤寡老人、交通志愿者服务活动，让学生用劳动回报社会、回报

祖国，增强中职学生社会责任感。劳动教育可以激励学生学好专

业课，让学生尊重他人劳动成果，鼓励他们用奋斗、不辞辛苦的

劳动来创造美好生活，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督促学生做好本职工作，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劳动，这也是促进中职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渠

道。

四、结语

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平衡职业教育和语文教学之间的关系，

利用德育教育促进语文教学和职业教育的融合，利用教材优势渗

透职业道德教育，利用古诗词开展家国情怀教育，让学生传承中

华民族之魂，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提升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端

正学生职业态度，鼓励学生积极阅读、积极创新，提升中职学生

道德情操，为他们规划美好职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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