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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其内涵丰富，为人

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撑。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

族持续进步的基础，也是智者贤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民族最宝

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中职院校应该努力推进传

统文化的发展，以培养具备实践技能的人才为目标，不断提高学

生的专业技能，同时也要重视文化素养的培养，让学生在职业发

展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然而，中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仍存在着

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语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

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语文课程不仅仅是一门人类学科，

而且还是重要的传承工具。因此，应该积极提高和完善中等职业

院校的语文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

化的发扬光大，不仅有助于学生的成长，还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提供强大的助力。

1  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中等职业教育是关键的开端，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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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职语文教育是中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可以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

审美观念的转变、思维的多元化、道德水准的提升和职业观的转变。通过在课堂上融合和教授传统文化，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传统优

秀文化所带来的正面和积极的价值。通过参与这项活动，学生不仅能够获得有益的知识，还能增强中职生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从

而推动中职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的不断提升，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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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can feel the positive and positive value brought by traditional excellent culture. By participating in this activ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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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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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念，还能够深刻地影响中职生的思维方式。此外，中国

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被演变、发展，从而使传统文化更加具

有时代特色。传统文化的礼仪不仅能够约束学生的行为，还能

够影响中职生的思维和道德。通过深入研究和接受这些文化，

学习传统文化能够帮助中职生更好地理解和接纳这些文化，同时

也能够培养中职生的诚信、友好的品格。在中等职业教育中，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有助于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为中华民族的持续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华民族的

一员，我们有义务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以此来激励更

多的人去热爱传统文化，去探索传统文化的真谛。因此，在中

职语文课堂上，我们要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传统文化，从而更好地实现传承与发

展的目标。通过引入传统文化，可以提升中职语文教学的质

量。与枯燥乏味的课本内容相比，学生更喜欢探索新鲜事物。

中职生对于课外知识充满好奇，这也是中职生成长过程中最宝贵

的财富。通过在课堂上融入传统文化的讲解，可以激发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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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的兴趣，满足中职生对知识的渴望，扩展中职生的视

野，提升中职生的文化修养。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提升语文

教学的质量，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  传统文化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2.1 创设情境，体验传统文化精髓

个人心理的形成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些环境可以帮助人们建

立、指导和支持中职生的认知过程。情境是所有认知活动的基

础，传统文化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因此，情

境认知理论可以帮助中职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些知识。教师应

该在课堂上为学生提供充满思考的环境，让中职生能够更好地理

解传统文化，并且能够通过互动来建立起自己的学习体验。为

了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传统文化，老师需要根据课程内容和目

标，设计出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情景，并且营造良好的学习环

境。这些情景可以通过语言描述、想象力和多媒体工具来实

现。当开始讲《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诗时，作者巧妙地

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宏伟景色表现得

淋漓尽致，让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到诗人的豪迈与深沉。通过想

象力与联想，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首诗的独特魅力，同时

也能够更深刻地领略到作者的深厚情怀。“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

月”让学生们有机会去发挥想象力，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乐观旷

达、无拘无束的情感精髓，从而更加深刻地体验到这种情感。《采

薇》描绘了普通士兵在流浪的日子里所经历的艰辛与痛苦。老师

可以利用各种多媒体工具，例如视频、音频、微课，来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故事，并且让中职生更加深刻地体验到士兵们面临着

来自外部威胁时所经历的悲惨、厌倦与憎恨。通过使用各种多媒

体工具，如图片、动画和背景音乐，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

受传统文化。通过这种方式，希望能够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和感

受传统文化，并且提高中职生对学习的热情。为了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并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可以在课堂上创造适当的场景，

使中职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作品中隐藏的情感。

2.2主题学习，认识传统文化思想

采用主题学习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将零散的知识结合起来，

形成更加系统、全面的理解。举个例子，在高等教育版本的中职

语文课程中，选择了李白和白居易的《将进酒》和《琵琶行》两

首诗，但是学生们对这两位诗人的理解很浅显，因此，我们建议

通过主题学习的方法，让学生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两位诗人。要

深入理解“知人论世”。“知人”旨在必须全面把握作者的个人经

历、思想情感以及创作意图，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作品的

内涵; “论世”旨在探究李白和白居易的生活背景。要想真正

理解这两首古诗的内涵，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中职生的生活、

思想、情感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然而，要真正领会诗歌的意

境和情感，就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语言。通过欣赏这两首古

诗，中职生可以洞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和内涵。

《将进酒》和《琵琶行》都展现了诗人对理想和抱负的执着追

求，以及中职生对修辞的深刻理解。《将进酒》中，诗人对

“斗酒十千”“五花马，千金裘”等作品进行了赏析，《琵

琶行》中，诗人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作品进行了体会。

这些作品都表达了诗人孤独和悲伤的思想感情。

2.3在优秀传统文化讲解中紧密结合学生专业和职业发展

随着航空服务、铁路运输管理、客户信息服务、酒店管理与

旅游服务等领域的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就业率也越来越高。为

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应该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帮

助中职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有效地提升语言积累和表达能

力，以及增强语言思维逻辑能力。例如，在学习《念奴娇赤壁怀

古》时，有学生提出，诗中描绘的场景实际上是一幅乡村旅游发

展的蓝图。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词，在课堂上设计了一些

互动活动，比如景点开发大讨论和旅游产品设计。这些活动旨在

帮助学生在阅读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并促进中职生的专业成长。

“学习作者……精神”等文本通常被用来指导学习，但要想真正深

入了解“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类文本，就必须将传统文化

与当下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和未来的职业规划相结合，这样才

能让阅读变得有趣、有意义。在《归园田居》的学习中，“不为五

斗米折腰”的精神可能不太能够给我们带来实际的指导意义。但

是，通过“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探索，可以让学生更好

地理解陶渊明的“职业环境”，从而为中职生的未来职业发展提供

更多的思考和启示。特别是对于服务行业的学生来说，良好的人

际交往能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业技能。通过阅读，希望培养学

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以提高中职生未来的就业竞争力。

2.4借力教材资源，扩充语文课堂容量

语文教材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能够为学生提供

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在中职语文课程中，诗歌和文言文占

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传统文化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来源。当代

散文作品也经常涉及到传统文化，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

源来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努力扩大并完善课

程内容，并且深入探究其中的文化元素，比如《画里阴晴》所蕴

含的绘画技巧、《琵琶行》所体现的音乐精神、《棋王》所蕴含的

围棋技巧、《鸿门宴》所体现的坐标系统、《兰亭集序》所

蕴含的书法艺术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传统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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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传统文化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

《红楼梦》的文化意义。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这部作品，

我们可以在课余时间组织小组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多种不同的研

究领域，包括饮食、诗歌、医学、宗教、节日、服装、礼

仪和园林，我们希望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中职生能

够独立探索这些领域，并且能够把自己的发现和见解与其他人分

享。搜寻有关古典文学的信息，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准

确地阅读原著，还能够利用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提升对这些经典作

品的认知，激发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2.5 借力地域文化，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综合实践活动将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以其独特的

地方特色为基础，深入探讨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让学生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当地的文化精髓，从而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当地的历

史文化。通过将地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可以为学生提供更有

趣的学习方式。首先，应该积极将相关的地域文化与教材结合

起来，找到能够吸引学生的地方，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将《世间最美的坟墓》与“诗仙”李

白的侠骨豪情相结合，以及“太平府铜壶”制作技艺的传承，

可以利用当地的历史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展示和宣传本地

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中职生了解这些古老的工艺。为了更好

地发掘和传承当地的文化特色，应该组织各种形式的语文实践活

动。通过诵读本土经典作品，可以深入了解家乡的文化底蕴，

感受汉字的魅力；参观古迹时，可以探究其年代和人文背景，

加深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民俗探访中，可以了解民俗活动的

传承历史和现状，更加热爱家乡文化。

2.6 借力网络文化热点，培养传统文化学习兴趣

作为年轻的群体，“微博热搜词”和“热门话题”都非

常熟悉，可以通过传统文化来探索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话题，这样可

以增强中职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研究当下的网络文化热点，

需要教师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知识积累。一是挑选学生感兴

趣的焦点，例如“国漫热”“汉服热”“故宫热”等。这些焦点与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学生能够很好地理解，也更容易对传统文化产生

兴趣。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该定期关注和研究与传统文化相关的

重要话题，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此外，也应该不断提高自己，

并将这些话题巧妙地应用于语文课堂。戴建业教授的神奇解读古

诗，令其在网络上深受欢迎，这说明当今的年轻一代对中华文化的

认可度正在提高，中职生具备自己的审美观念和判断能力，更愿意

用温暖的方式来传播中华文化，而非像“真诚的聊天”一样，把枯

燥的知识强加给别人。通过与学生的互动，老师可以更好地了解中

职生的兴趣爱好，并为中职生提供宝贵的资讯。这些资讯可能包括

课程内容、课外活动等，老师还应该积极参与讨论，与学生建立良

好的沟通。“亲其师”和“信其道”是每个学生都应该掌握的基础

知识。

2.7提高中职院校语文传统文化课堂教学环节的新颖性和灵

活性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才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中等职业

学校的语文老师应该不断探索和改进传统文化教育方法。在上课

之前，老师应该花五分钟的时间与同学们一起探讨如何理解和掌

握传统文化，从而改变中职生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同时，老师

还应该鼓励同学们分享了解的优秀文化知识和习惯，这样大家就

能够更好地交流和共同进步。当语文老师布置课后作业时，应

该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

化，可以让中职生写读后感或其他相关内容。语文教师可以采

用更多适合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方法和手段，例如问答式

教学、情境教学、分层教学和讨论法等，以降低学习难度，培

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爱好。

结语:

总而言之，传统文化对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文化

不仅可以通过教育来推广，还可以作为一种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

方式。因此，在中等职业学校的高年级课堂中，应该加强对传

统文化的教学。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礼仪之邦”的美

誉，其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了当今社会。因此，在新的

历史时期，将传统文化纳入中职学校的语文课程，以及实施德

育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应当遵循国家的相关政策，积

极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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