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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应用文写作教学实践探究

龙彦君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018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具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的重要议题。本文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应用文写作教

学中的现状及原因，以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应用文写作课程教学的可行性，并提出具

体的融入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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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融入教

育教学可以促进其传承和弘扬。通过各高职院校普遍开设

的《应用文写作》，学生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传统文

化的内涵和价值观，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充分表达这些文化

元素，从而传承并使其焕发新的活力。《应用文写作》是

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写作课教学，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文化认知和

跨文化沟通能力。同时，学生在创作过程中也能培养其批

判性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力等重要的综合能力，以适应

未来职业发展和社会参与的需求。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应用文写作课程的时代

价值

2017年1月国务院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中不仅强调要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必修课，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更

强调了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建立文化自信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当前的高职教育发展中，传统文化回

归被视为一种必然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应用文

写作课程在本质上有着共通之处，二者无论在思想意识还

是在职业道德的价值引领方面都相辅相成。高职院校应关

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应用文写作课程内在契合点，积极

推进二者的融合，以优秀传统文化教化、启迪学生。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应用文写作教学，是传统文化回

归的一个重要途径。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应用文写作课程的现状

应用文写作是高职院校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

课程兼具工具性、职业性和人文性特点。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应用文随处可见。上至国家重要的方针政策，下至

工作学习中的个人事务，都能找到应用文的影子。在传

统教学中，应用文更加强调写作的实用性与功利性，教学

目标较单一，基本在掌握应用文写作的基本理论、写作格

式、行文规则等框架内，

教师在授课中强调写作技能的训练，写作任务的达成，

很少提及文化的变迁和文种写作中蕴含的人文内涵。这使

得应用文写作在实际授课过程中，存在较多困境，集中表

现在学生对应用文写作课程兴趣不高，认为这门课内容比

较枯燥，缺少趣味性；老师讲完文种理论后就让写作，老

师虽给写作模板，但学生抄袭重复率较高，作业存在应付

差事现象等。这些现象从侧面反映出传统应用文写作课程

目前的教学效果无法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的要求，需要对标

课程思政总体目标进行教学改革。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主题，同时满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高职应用文写作”两个关键词的论文有12篇。

其中，重庆公共运输学院何清清的《融入经典 传承文化-

谈高职应用文写作实现立德树人的途径》论文值得关注，

该文从教学实践出发，对中华传统文化融人应用文写作课

堂进行了有益尝试和反思；何斓的论文《古今贯通 以文化

人——高职院校应用文写作的隐性课程思政研究》，注重

将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融入到学生的写作主题和文本观念

培养中，这些研究对笔者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有借鉴意义。

总体来说，对于应用文写作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研究还

没有得到教学实施者应有的重视。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应用文写作”中，发挥其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

对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应用文写作课程的实践探究

应用文写作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不仅在思想意识和职业道德的价值引领方面，在思维与沟

通、处理信息的实践能力方面，还是在教学内容与优秀传统

文化重叠方面，应用文写作课程都自带课程思政特质。因

此，对于只开设了“应用文写作”必修课程的高职院校来

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应用文写作相融合，既是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学习，也是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求的回应，

更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以陕西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应用文写作课程为例，通过引导学生读诵经典，用优

秀文化浸润学生；将经典文化融入课程内容，激发学生兴

趣；注重在行文习惯规矩中渗透传统文体之美等方式进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应用文写作课程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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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将经典文化融入课程内容，激发学生兴趣

应用文的写作可追溯到汉字文化的产生，各个文种写作

本身有其写作动机，文字内容也反映出传统文化中的政治

伦理、情感人格和传统美学等核心思想。在每个应用文种

的写作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中国情和社情的介绍，不仅可

增强学生对国家、社会和母语文化的认知认同，更可启迪

高职学生的写作思维，拓宽知识面并引发学习兴趣，对引

导学生理解并写作应用文有很大的帮助。如平行文“函”

，可补充“函”字义的古今演变。函字始见于商代甲骨

文，其古字形像内装箭矢的箭囊。函的本义即箭袋，泛指

包物的东西，后来指整个公文（信函，函件）。学习上行

文“请示”时，可让学生事先查阅并演示古代汉语“示”

的字形演变，理解其字形向上请求的含义，讲授时可融入

我国现行行政制度，现实社会中各政治经济组织的构成和

关系、行政组织架构、制度运行等国情社情方面的知识介

绍，增进学生对国家体制制度、社会各组织及关系的了解

和认识并融入行业文化熏陶和职业岗位认知。

3.2　从行文规矩习惯入手，让学生体文化之美

课程挖掘梳理各应用文种文体本身所蕴含传统文化中的

行文之规、做人处事之理。通过对具体文种写作内在逻辑

性和程式规范性的讲授，向学生传递应遵循的行文之规，

最终达到明做人处事理的目的，如讲授“计划”时用《诫

子书》《弟子规》《一封家书》等作品强调认真对待未来

人生与职业的态度，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向学

生传递不论做什么事，事前规划决定了事情的成败。培养

学生按计划学习、工作、生活的习惯。讲授“总结”时引

导学生自已复盘，总结做的好的地方，反省可以改进的地

方。又如讲授经济文书“合同”的写作，用《战国策》中

冯谖客孟尝君的典故引导学生理解契约里的人情世故，培

养学生诚信品质。引导学生写出契合情境、格式规范、要

素齐全，能有效保护双方权益且饱含理解与信任的合同。

在讲授“调查报告”时，从事始谋划，事中调研到事后数

据的归纳与收集，对应的是严谨科学、细致周全和实事求

是的工作态度。讲授“求职信与个人简历”时强调实事求

是，不可凭空编造，既要谦虚也不可妄自菲薄，引导学生

做个诚实守信且内心强大的人。

课程还对高职学生如何从应用文书写作的结构中领悟

其中蕴含的传统文体之美进行挖掘，实现应用文写作教

学的美育功能。例如，从平实凝练、简约周切、自然流

畅中感悟行文的语言美；从极富逻辑的内容、版式编排

中体会结构、程式美；从沉稳质朴、严谨庄重的整体风

格上感受务实美。例如，公务文书中“函”的写作，可

通过对比案例，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函”的写作要求，

并意识到其中蕴含的语言、务实之美相关的信息。在一

则“复函”的写作结构中，感谢、介绍、合作意愿、祝

愿等元素有序地组织，在行文中产生美感。这样的传统

文化之美不仅能够为知识性应用文书添加艺术性成分，

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以及尊重他人、

坚持和谐、传达真诚合作意愿的价值观。因此，通过对

应用文书写作要求的研究以及传统之美的展现，可以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些要素，提高其应用文写作水

平，并延续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

3.3　引导学生读诵经典，用优秀文化浸润学生

当前教育背景下，学生的阅读量与写作能力之间存在

紧密的联系。正如俗话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一方面，阅读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着个体的笔者

水平，而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们对于阅

读和写作知识的积累显得严重不足。为此，针对当代大学

生，注重阅读及理解能力的培养以及应用文写作规范的习

得不可或缺，这对于实现语言文字的准确、流畅表达以及

提升应用文逻辑性与表达力具有重要意义。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经典，融入到应用文写作的实践

中，在学生课内活动、第二课堂和业余时间激发兴趣和进行

有效积累的情况下，优秀传统文化和古典名句的学习将会对

于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和应用文写作技巧的提升产生积极影

响。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应用文写作课程利用校本自编《

中华经典读写册》，在课堂中开展中华经典读写活动，有效

提升了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鉴赏能力，培养了学生语

篇意识、文体意识与文化意识，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凸显了人文底蕴，培养了新时代学生综合职业素养。

4　小结

笔者曾对自己所教的学生进行了关于应用文写作课程和

传统文化的随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95%以上的学生都

认为学习应用文写作对自己就业工作是有用的，但有近60%

的学生表示自己应用文写作课程课堂参与度低，对课程提

不起兴趣。67%的学生认为自身人文素养会影响未来发展前

景，80%的学生对课堂经典诵读环节感兴趣并愿意参与。有

75%的学生对在应用文写作课程中加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表

示支持。

在高职院校提质培优背景下，针对高职通识类课程课时

不断压缩、学生对“应用文写作”课程的认识不足、授课

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等情况，在通识课程“应用文写作”

内容中选择性地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提高

高职院校“应用文写作”课程的教学质量，引导学生建立

健全的人格，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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