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语文，顾名思义是一门着重对语言文字能力进行培养的学

科。一国的语言的学习，除了文字、词汇、语法等，蕴含在

字里行间的传统文化习俗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语文学习者。汉

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一方面汉语语文学习对理解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提

供了文字载体，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也能更好地

掌握语文这门基础学科。语文是交流、理解和表达的基础，高

职院校作为以职业培养为主攻方向的高等学校，虽然术业有专

攻，但没有好的语文基础功底，也不会培养出合格的专业人

才。那么在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中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

地结合起来，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成为高职院校语文教学的

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1　高职院校语文教学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1.1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是总书记倡导的“四个自信”的有

机组成部分

近年来，在我国综合国力总体大幅提升的大背景下，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带

领人民群众继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的理论保障。这里面

的文化自信就是肯定中华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

重大作用，只有坚定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文化自信，才能更好

的把国家富强与个人、团体的成长紧密地联系起来。

中华传统文化在核心思想方面注重民本、诚信、正义。民本

主义与我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而合，只有重民本，才能

将国运、企运与个人命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一名高职学生只有

懂得了民本的真正含义，才能在个人成长中不迷失，始终坚定自

己的努力方向，只有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才会让

个人的成长踏上时代的节拍。将来创业成功，成为一名企业管理

者也会明确企业的真正使命和价值所在。有诚信，讲正义不仅关

乎一个人良好品行的塑造，对企业而言更是关乎兴衰成败的关键

因素之一。

1.2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高校育人的应

有之义

国家教育部在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出台了多项举措，

其重点就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学科教学有机融合，加强优秀文化

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这也是新时期党和国

家有关职业教育的重点任务之一。当今时代，全球一体化加剧，外

部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会不同程度影响到青年学生，“美式民主”、

“哈韩”、“哈日”之风曾盛行一时，这些都与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在

某种程度的缺失密不可分。学生通过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

学习，可以有效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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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豪感。铁肩担道义，只有根植于思想深处的民族认同感，才

能让高职院校的青年学生在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事业中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1.3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是高职院校语文教学的精髓

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相生相伴，密不可

分。大学语文教育和各个阶段的教学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某一方

面的深化和拓展。高职院校作为以职业培养为主的高等教育，与

一般本科院校的通才教育不同，人文素质类的课程设置较少，因

此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中刻意加入相当比例的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势在必行。高职院校教师肩负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这就

要求教师在立德树人的同时，还要通过科学的学科设置融入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言传身教，在思想上、行动上启发、引导

学生深入领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而让青年一代形成继

承、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学习氛围。

2　中华传统文化与高职院校语文教学的多元并进

高职院校的语文课程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滋养着这片中华大地，精英阶层崇

尚的礼仪文化、传统习俗、哲学思想等都通过语言文字表达记录

下来，因此语文文字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

据教育部关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计划，高职院校的语文课程除

了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外，对“人文性”到“工具性”的

实际应用更为重视。良好的语言、文字能力是进一步的沟通能力

的基础，也是掌握其他学科的钥匙。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

领会学习，必然会进一步提升大学语文学习的实际效果。越来越

多的高职院校把大学语文中的普通话发音标准、演讲与口才以及

应用文写作纳入到教学实践中来，在教学中以点带面，抓大放小，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1创新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

文化的通识内容

通识教育重“育”轻“专”，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通

识教育的最好载体。按照高职院校语文教学大纲进度，通过现代

多媒体手段，在教学中有步骤、有计划地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内

容，给学生营造一种传统文化的学习习惯，培养学习兴趣。通过

课堂上的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通读中华传统文化著

作，在学生的认知水平的渐进提高中不断内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核

心精髓。例如，有一定古文功底的高职语文教师可以用古代“官

话”来朗诵当时的诗词，同时与当今的读音作对比，让学生体味

古典诗词的那种抑扬顿挫的韵律美，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再如苏轼的《赤壁怀古》中“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加入对汉代服饰的讲述，什么是羽扇，什么是纶巾，一把羽毛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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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青丝帛头巾，更能让学生体味到周郎那种穿越时代的飘逸潇

洒，增强古典诗词对学生的感染力，强化语文教学效果。

2.2在高职语文教学中丰富教学形式，创新教学方法

迎合青年学生好动、表现欲强的特点，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

入各种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内容，发挥学生特长。

2.3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组织中华传统文化的专题研讨

在加强语文素养的同时，深耕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比

如在讲到唐诗时，可以结合对唐诗现象的解读，探讨是时代造就

了诗歌，还是诗歌创造了时代。唐诗代表了一个时代，也是中国

古代诗词的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唐代以后的各个时代虽然也有

诗的创作，但都无法与唐诗匹敌。

2.4以系、班级或学生会为载体，组织多种形式的国学讲堂

活动

央视著名的《百家讲坛》节目曾深深地影响很多人，也造就

了一众出类拔萃的国学大咖。学而优则用，高职院校的学生会组

织可以在系、班级中通过自愿报名或遴选等方式组织对国学有研

究、有兴趣、表达能力强的同学以大学语文中的经典名篇为蓝本，

收集相关资料，来一回别开生面的国学讲坛活动。知识内化的最

佳方式便是“教”，通过学生的“教”，一方面让教者知识面进一

步拓展、培养了兴趣、锻炼了口才。一方面也会让学习者更加注

重语文和传统文化课程的学习，在跃跃欲试中不断得以淬炼国学

素养。

2.5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要以弘扬传统节日习俗为突破口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中华民族的悠

久历史一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或

国家历史文化长期凝练的结晶，它经过了一个逐渐形成、到慢慢

接受再到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过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一个民族的宗教崇拜、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等都融合在

自己的传统节日里。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师应把传统节日作为教学

重点，让学生了解传统节日的历史典故，加深对传统节日的理解

和热爱，在愉快祥和的节日氛围中，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学生

心中落地生根。

2.6以课堂引导为主，课外广泛阅读为辅的方式开展中华传

统文化的深耕学习

一个国学高手的养成往往都是在业余时间造就的，高职院校

重视专业技能的教育模式无法保证嵌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语文教学

目标顺利达成，学生若要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获得足够的通识教

育，在业余时间广泛涉猎国学经典必不可少。教师可以有意识地

给学生提供经典国学书单，推荐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有效阅读，

并引导学生做好阅读笔记。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的灿烂

文化，国学经典浩如烟海，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可以有步骤地由

浅入深，跟随着历史的脉动不断进步，并通过延伸阅读领会中华

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让学生通过课下交流，写读后

感等方式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形成良好的传统文化学习氛围。

2.7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

社团中生根发芽

高职院校与其他普通高校一样，学生自组织的社团在学生业

余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社团包括固有的高职院校党组

织和团组织，由于学生党员人数稀缺，校党委主要负责宏观指导

校团委根据团的章程发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锋作用。其他的

学生自组织社团，比如各类戏剧社、诗社、读书社等可以根据各

自社团的主攻方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组织各类社团活动。

比如戏剧社可以排练一些元代戏剧名段感受传统戏剧的韵律之美；

诗社可以组织诗词创作大赛，在字词斟酌中体味传统诗词的精准

表达；读书社可以在阅读传统文化经典中，通过学生间的相互交

流讨论，进一步感受传统文化经典带给我们的哲学思考。

3　中华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的整合方式

3.1努力培养一批有较深国学功底的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实践探

索。培养一支好的高职院校语文教学师资队伍才能更好地完成高

职院校语文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历史使命。具有好的中

华传统文化素养的高职教师才能具备开展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职

语文课程的教学任务。

3.2 在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中，集思广议，结合教学内容深

入挖掘大学语文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节点。让高职院校

语文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这些关键节点有机融合。高职院校

的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则较隐晦含

蓄，需要具备一定国学功底的教师深入发掘，这就需要对大学

语文教学内容真正搞懂吃透的优秀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

研究探索。

3.3建立高职院校融入传统文化的奖励激励机制，为中华传

统文化与高职院校语文教学有序开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语文教学工作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

在此项工作的推进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建立奖励激

励机制势在必行。

3.4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语文学科与现实生活的关联较为密

切，将高职语文教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能帮助学生树立远大

的理想，制定科学的职业规划，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和

提升。传统文化的渗透能够为高职语文教学与现实生活结合创造

条件，促使学生将课堂所学应用到生活中，达到学以致用的目

的。例如，《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诗中表达了作者李

白壮志未酬的苦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本诗与学生的职业

教育建立关联，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让他们说一说自己的职业规

划目标，如何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等。这

样，能让学生认识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成为相关领域的佼佼者。

3.5运用现代教学方式。教师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应用现代化

教育手段，可以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和文化情境，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比较常用的有多媒体教学法、

翻转课堂、分层教学法、小组讨论法等，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

传统文化，夯实学生的文化底蕴。例如，教学《项羽本纪赞》一

课时，教师可以节选有关的影视片段在课堂上用多媒体设备播放

出来，这样更容易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给学生带来更为震撼

的视听享受。而且高职语文教学中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可以让

学生掌握与文章相关的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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