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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的中职语文教学应该重视思政教育，因为语文课本

包含了大量描写家庭、学校生活和哲理的作品。为了让学生更好

地理解并掌握语文知识，应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指导，并让中职

生在课堂上获得更多的文化熏陶，从而提升中职生的思维能力。

1  中职语文教学中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1.1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缺乏深刻性

在中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们非常关注培养学生的技

能，尽管语文是一门基础的课程，但由于老师的授课安排不够

合理，很多时候老师的授课内容都没有很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

要，也没有提高中职生的语文水平和人文修养。这对中职生的

交流能力和表现能力都很不好，也不利于中职生未来的成长。

由于某些中等职业学校没有足够的重视，中职生的语文课堂教学

方式不够系统化，从而导致了许多问题，如学生的学习效果不

佳、课堂氛围不够活跃、思想观念不够丰富等。

1.2语文教育与思政教育之间缺乏基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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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New curriculum reform; Chinese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filtration

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和价值。通过具体的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的

意识。然而，实际上，许多教师并不能有效地运用思想政治内

容，导致教学方法无法真正体现思想政治的优势和价值。由于

教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够清晰，导致语文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之间的融合度较差。一些教师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无法在语文

课堂中得到充分体现。思政课程与语文课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但是如果采用错误的教学方法，就会限制思政教育的融合

和发展，从而影响语文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1.3课堂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单一落后

在中等职业学校的语文课堂上，许多教学内容都可以通过深

入探究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也应该注重培养学

生的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并让中职生接受正确的价值观。然

而，传统的思想政治课通常只是简单地讲授知识，学生很难自

主学习并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并让中职生更好地将所学的东西应用到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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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不能通过实际的案例来加强教学，并且缺乏与学生的

交流，那么很可能会让中职生对思想政治课的学习产生厌倦情

绪，从而无法充分发挥这门课的优势。

2  把思政教育融入到中职语文课堂当中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国家正

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培养出一批具有高素质专业能力的人才，

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中等职业教育将会为中职学生的未来发展

提供重要支持，有助于中职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思想，从而获得全

面发展。在中职语文教学中，不仅要传授国家应用的语言文字，还

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中职语

文课程中，许多优秀的作品被收录进来，通过阅读它们，学生可以

感受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欣赏到优秀的人格品质，并且可以体

会到许多充满正能量的人物故事，这些都会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

积极的影响。通过深入理解和掌握教材的知识，学生不仅能够在心

理上接受正面的价值观，而且还能在实际行为中表现出来。因此，

在中等职业院校的语文课程中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将会对学生的思

维品质产生积极的影响。

3  把思政元素引入到中职语文课堂当中的策略

3.1 利用课后活动开展思政教育，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中等职业学校的语文课堂上，老师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语文

课的多样性，并且应该积极指导学生学习语言，同时也应该让

中职生参与各种实际的活动，以培养中职生的实际操作技巧。

通过这些活动，老师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课堂，帮助学生

获得更好的思想政治素养。通过安排课后实践活动，可以更好

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中职生的独立学习能力，让中职

生在课堂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且更好地培养中职生的道德观和爱

国主义精神。在语文课堂上，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

能力。我们要求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文章内容，并进行深入思

考。通过课后阅读，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实际应用能力。教师可

以通过“认识历史，珍爱青春，编织未来”这本书来引导学

生进行阅读讨论，让中职生在课后收集相关文章资料，从而更

好地理解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升个人意识，培养历史观念，并

在实践中获得更深刻的体验。

3.2 重视语文教育，树立思政教育意识

思想教育旨在通过深入的讨论和实践，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

社会现实，培养中职生的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

从而使中职生拥有更加健全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更好地实现自

身的潜能和潜力。然而，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的许

多中等职业院校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却忽

略了对中职生的思想和心理健康的关注，从而使得中职生的责任

感和奉献精神受到了削弱。因此，中等职业院校应该努力改变教

育观念，符合国家的素质教育标准，并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文

化知识和技能。必须正确认识到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

的方法来将思想政治理论纳入语文教学。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

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中职生更好地了解语文和思想政治

课的关系。应该根据课堂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策

略，使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来帮助中职生更好地掌握语言和思

想政治课的内容，促进中职生的能力和素质的发展。教师应该改

变传统的教学方法，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此，教师应

该采取有效措施，如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自主性，并引

导中职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学习习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这样，学生才能在语文课堂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3.3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有机融合思政教育

传统的语文课堂通常由老师独自授课，尤其是当涉及到抽象

的概念时。这种方式往往会让学生感觉乏味，而且老师也难以

理解。但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许多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已经被

应用于教育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当教授《中

国艺术表现中的虚与实》一课时，引导学生讨论一些关于美学

的知识和理论。为了更好地阐述思政教学的观点，我们会引用

许多中国古代到现代的艺术品，以及戏剧中的程序性动作。然

而，这些内容对于学生来说可能并不熟悉。通过使用多媒体课

件，我将古代艺术作品，例如《女史箴图》《步辇图》《免

胄图》《钟馗出猎图》《驴背吟诗》、《秋江》《刁窗》剧

照图、《八大山人》、《齐白石》等，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展

示给学生们，以此深入探讨全和粹、虚与实之间的辩证统一。

通过“提高语文教学的实效”，学生不仅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作

者的理论知识，而且还能感受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从而获

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多媒体的运用，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教

学方式，极大地改善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打破了传统教学仅仅以

语言传递信息和以课堂为唯一教学组织形式的局限，从而达到

“提高语文教学的实效”的预期目标。

3.4创新教学方法，促进思政教育融入

为了帮助学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老师应该采用多种多样的

教学方法。比如，通过主题辩论会或者专题研讨会，鼓励学生自

主学习并进行探究，从而培养出良好的价值观。随着科技的发展，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扩大

中职生的视野，提升中职生的知识积累。此外，通过这种方式，学

生也能够培养出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通过将语文教材和网

络资源相结合，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不仅掌握课本知识，还能

够通过阅读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增强中职生的社交能力和对社会

的认识。通过这种方式，希望能够有效地实施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阅读各种资源，如网络和书籍，老师可以收集并整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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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涵盖文学、艺术、人文精神和国家情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

的教学资料，帮助学生在这些优秀的文化氛围中建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培养良好的人生信仰。随着时代的发

展，教师们需要更好地运用现代化的教学工具，如多媒体和计

算机，来帮助语文课程和思想政治课程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

利用多媒体技术，教师可以创造出生动有趣的语文课堂，为学

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实现教

学目标。

3.5抓住优秀文学作品，开展实践教育

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帮助老师在语文课堂上传

播思想和政治理念。这些作品通常都富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可

以帮助老师指导学生改变不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培养中职

生的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阅读《林黛玉进贾

府》等优秀作品，老师可以帮助学生提高文化素养，并为中职

生的心灵增添色彩。为了更好地讲授这篇文章，老师可以使用

多种方式来呈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建筑特点。如果条件允许，

老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去游览大观园和潇湘馆，通过亲身游历，

帮助中职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题，并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识。为了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建议老师定期组织

一些富有社会意义的活动，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体验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通过将语文课本中的综合实践活动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我们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各

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帮助学生收集资料、制定计划并分配

任务，以便更好地完成这些任务。通过这种实践活动，学生可

以体会到责任的重要性，改变不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培养

出健康的个性。

3.6改变传统的教育方法，将思政教育融合到语文课堂当中

的每个环节

目前，许多老师仍然坚持采用传统的授课模式，把大量的知

识点简单地列出来。这种做法只会让学生感觉无聊乏味，无法有

效地吸收老师的知识。因此，老师们应该把学生放在首位，通过

改进语文课程的方式，帮助学生获得更丰富的道德素养。老师们

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他人的经验，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改进自己

的方法。为了营造出愉快和谐的语文学习氛围，老师们应该充分

利用多媒体和其他教育资源，如微课PPT等。通过采用更有效的

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探究课堂学习模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同时也应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更多的语文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思想境界上得到提升。

3.7 突破地域限制，完善中职院校党史学习教育网络阵地

建设

党的二十大指出:" 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化建党工作，

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信息化设备的蓬勃发展，这对于提高党的建

设技术水平，促进党的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 在当前大数据

技术高速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信息化建设已成为中国

当前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主导方向，而基础党组织又是党的基

本组成部分，对基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基本运行有着重要

性。在信息化技术迅速普及的当今社会，基层党建信息化建设

就必须利用好网络传输技术的现代化与大数据分析技术，以便

于实现基层组织党建的全面信息化。使用线上教育等网络平

台，实现虚拟的仿真教育。充分运用新兴传媒与网络信息技

术，将革命遗址与古迹建筑通过数字化呈现，创建云游览环

境，并利用 VR、AR 等科技，突破空间的束缚，综合利用史学

场景模拟化呈现、交互投影等方法，逼真地重现革命党史场

景、人物形象等，如模仿中国工农红军过斯诺希尔草原、体验

飞夺泸定桥、古田会议VR 交互、与革命斗争前辈跨越空间交谈

等，通过这种利用虚幻与现实科技的沉浸式史学体验课程，寓

教于乐，使中职生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在虚拟世界中感

受战火的洗涤，与革命斗争前辈促膝长谈，在史学情境中感悟

现实，了解共产党的艰难斗争发展史，体会红色精神，提高了

党史学习教材的生动性、吸引力与感染性，让红色党史文化入

耳、入脑、入心。充分运用好数字化网络平台，进一步优化

党史学会教育工作网上队伍的内涵构建和思维方式，加大党史

学会教育工作网上队伍建设工作的资金投入和推广，不断创新

党史学会教育工作网上队伍的交流形态和交往模式，健全党史

学会教育工作网上队伍的管理与机制。

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已经

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我们应该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中等

职业院校的语文课程，以便让思政教育发挥出最佳的思想政治功

效，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让中职生在快乐、健康的环境下

成长，让中职生拥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以及更加深刻的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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