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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涉及到人的思

想体系、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伦理观、爱国情怀、性

格品质和民族自信等方方面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漫

漫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丰富了一代代人的物质生活和

精神世界，传递了中华传统美德、爱国主义精神、见贤

思齐的社会风尚以及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等等，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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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了发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价值，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中

职语文教师应当着力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必要性分析

在信息化时代，中职学生通过上网随时可以阅览到

各国社会的文化，这些文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出来，

包括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

舞蹈和游戏等，同时，学生在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也经

常能看到外国的生活景况，并对其中的一些特色产生向

往之情。在这种种文化形式的浸染之下，学生对本国文

化的自信就会渐渐丢失，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感就会随

之被削弱。举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日本动漫在我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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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受众面，许多青少年都沉溺于日本的动漫，比如

《海贼王》、《哆啦 A 梦》和《名侦探柯南》等等，在看这

些动漫的同时，这些青少年就会不知不觉对日本文化产

生亲近感和认同感，以至于对日本这个国家形成情感依

赖，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将会严重阻碍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基于此，中职语文教师在平时的教

学过程中十分有必要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领学生

重拾文化自信，增强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及其家国

情怀，从而使学生的文化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往重返正轨，

推动人才的养成。

2　教学实践探索

2.1 延伸语文教学材料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为了有效向学生渗透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中华文化素养，增强学生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教师应当延伸语文

教学材料。虽然语文教材上已经含有诸多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元素，尤其是古诗词，但是对于中职学生而言，

要想让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

识，还是有必要进一步延展文化材料。

首先，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目，包括文

学类书籍，如汤显祖、冯梦龙、鲁迅、老舍、曹雪芹、

王朔、王小波、曹禺、巴金、刘以鬯、格非和汪曾祺等

文学名家的作品，还有人文科学类书籍，如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简史》，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夏丏尊和叶

圣陶合著的《文心》等。通过在课余时间阅读这些书籍，

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能产生浓厚的探索兴趣，在

学习语文知识过程中的思想体系也会更加宏观而健全。

其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结合教材去延伸教

学材料，使学生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对所学知识和中华

文化形成进一步的认识。比方说，在讲到苏东坡的著名

诗词《赤壁赋》时，还可以进一步给学生讲述庄子的齐

物论思想，让学生对我国的道家文化有所认识，并对苏

东坡在《赤壁赋》中所表达的“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形

成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教师还可以用 PPT 给学生

展示苏东坡更多的诗词，比如《行香子·述怀》、《沁园

春·孤馆灯青》和《望江南·超然台作》等，这些诗词歌

赋中的“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

溪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以及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等

经典名句也体现出了与《赤壁赋》相类似的豪迈、洒脱

和超然之情，能够增加学生在我国宋词文化和道家思想

上的积淀，提升其中华文化素养。

最后，教师在给学生讲述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还可

以从文化角度延伸至体育角度，以期使学生在练习体育

项目的时候也能够品味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感

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继而达到良好的文化渗

透效果。比方说，在讲到李白的诗词时，教师可以用李

白最有名也是最简单的诗篇之一《静夜思》来延伸课堂。

在这首诗词中，“明月”和“举头望”是实在的，“霜”、

“故乡”和“低头思”是虚幻的，这些意象和动作结合

在一起，营造出了虚实相生的朦胧美，展现出了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人与物游、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美学观。

在篮球运动中，持球人在突破防线时经常会做出变向、

“拜佛”、背身晃肩和“欧洲步”等迷惑防守人的动作，

意在干扰对方的防守视点，进而抓住防线中的裂口突破

而过，转瞬之间变虚为实，将篮球送入篮筐而得分。基

于此，以虚实相生为出发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篮球

运动就有机联系在了一起，文化渗透就进一步延伸到了

学生的篮球训练中。此外，篮球运动中所讲求的“人球

合一”也与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教

师也可将此作为课堂延伸的素材，达到文化渗透效果。

2.2 引起学生情感共鸣

文化中总是寄寓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正是这些情感

赋予了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使文化能够深入人心，并

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正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

言，黄土文化中的陕北民歌之所以能在数代人的生活与

时间中搏动和流转，代代相传，感染和鼓舞不同时代的

人们的内心和精神，正是因为这些民歌是由“心”而作

的，所以会传到“心”里去。在这里，史铁生所强调的

正是人们内心深处纯粹的、质朴的和真实的情感。文化

中的情感就是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时空，为

一代又一代的人所颂扬。基于此，为了让学生对我国的

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职语文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有必要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对此，教师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法来激荡出学生的情

感。一方面，在教学生学习诗词时，教师可以通过让学

生诵读来达到情境教学法的效果。不论是古诗词还是现

代诗，都富含韵律之美，比如古诗词《唐多令·柳絮》中

的“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毬。漂

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以及现代诗《结束》

中的“多少秀美的绿树，被痛哭扭弯了身躯，在把勇士

哭抚。残缺的月亮，被上帝藏进浓雾，一切已经结束”。

声韵对于激发情感、表现美感和传递思想都具有不容小

觑的作用，学生在读出声韵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

诗文中的意境，进而体会到意境中的美感，以及字里行

间所流露出的情感和思想，继而就会对诗文产生情感上

的依赖和价值上的认同。所以，在教学生学习诗文的时

候教师要带领学生有感情地诵读诗文，而诗文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也就

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剧烈，文化渗透的意义就得以发挥。

另一方面，在教学生学习语文课文中的文学小说或

散文时，教师也可以利用情境教学法来使学生对文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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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情感上的共鸣，并继而对文本中所

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比方说，

在给学生讲《林黛玉进贾府》这一《红楼梦》中的经典

文学段落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分角色扮演其中的人物，

如贾宝玉、林黛玉、贾母、薛宝钗和王熙凤等人。学生

在表演过程中，对人物的动作、思想和语言就会形成更

加贴切的理解和深入心底的感触，继而就会对清代大家

门户的礼仪文化和服饰文化等形成更加深刻的记忆与认

识，并对《红楼梦》的语言之美产生更深切的感受。总

之，通过运用情境教学法来指导学生学习诗文、小说和

散文，将更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教师要在

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以达到理想的文化渗透效果。

2.3 加强对学生文化素养的考核

随着多元文化的浸染，中职学生在了解各国文化的

同时其思想意志和性格品质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都

在不自觉地朝着异国文化靠拢。对此，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就显得十分必要。与此同时，

教师也要加强对学生中华文化素养的考核，以确保文化

渗透工作的实际效果，进而帮助教师找准文化渗透工作

的方向，及时发现教学方案中的漏洞和差错，并加以修

正和完善，从而不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

中的渗透实效，推动学生文化素养的持续性提升，最终

达到新时代的育人目标，将学生培养成具有文化自信和

家国情怀的人才。

为此，中职语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考核时要格外注

重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理解。具体而言，

在语文考试中，教师要多设计一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主题和根基的题目，尤其是材料题，最好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题目材料，比如某地域的民俗文化，某一历

史时期的特色文化等，然后让学生据此对一些问题进行

阐述，也可以让学生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写作文，

比如“你是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请就

此写一篇文章”等等。此外，教师在平日的教学过程中

也要加强对学生中华文化素养的考核，在课堂上要多与

学生互动，提问学生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并

将其回答情况作为平时成绩的打分参考，以此来督促学

生认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提高其学习效率和

文化素养。

2.4 基于中华文化举行语文学习活动

为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渗透到中职语文教学

中，教师除了在课堂上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可以

通过举办语文学习活动来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活

动的形式去给学生普及文化知识，学生就会在活动趣味

性的连带效应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探索的兴趣，

接受起来会更加轻松、愉快，文化的渗透效果也将因此

而增强。所以，中职语文教师要善于举行语文学习活动，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糅合在一起，从而发挥出理想

的文化渗透效果。

比方说，中职语文教师可以举行一场古诗词演唱大

赛，让学生自行选择我国优秀的古诗文，然后在网上寻

找对应诗词歌赋的曲调，学生也可以自己谱曲，或者将

其套用在现有流行歌或民歌等音乐的曲调中。总之，要

将古诗文以音乐的形式演唱出来，然后上台表演。根据

学生所表现出的情感、意境，以及学生的唱功，教师和

同学要一同来为表演者打分。教师可以设置一二三等奖，

每个奖项分配一定的获奖者数额，然后奖励学生汉服、

中华典籍等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奖品，以此来提

高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此外，语文教师也可以联合

体育教师去举行活动。比方说，可以设计一场趣味田径

接力赛，接力的形式由传递接力棒改为诗词对答，以此

来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的影响。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中职学

生的生活中充斥着多元文化，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是

一把双刃剑。虽然学生的文化视域拓宽了，但是学生的

思想价值体系和道德情感观念等却容易受西方文化的影

响，而与我国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价值发生背离。为此，

中职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抵御多元文化对学生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教师应

当延伸语文教学材料，引起学生情感共鸣，加强对学生

文化素养的考核，基于中华文化举行语文学习活动，从

而深化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学生的文

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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