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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的意义与研究背景
如何打造全新的语文课堂和如何在语文教学课程上进行德育

教育，是今天语文教育的一大难题。只要对其问题进行细细解
刨，就能够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在课堂上融入深刻的思政教
学，让语文从书面走入学生的思想。所以深入语文改革与要针
对以下几点，即建立系统的思政教育体系，然后将其教育体系
进行深度转化变成教学的具体操作。从而，让双方从若有似无
的关系变成脉络清晰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过“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
鲜活的，真实的。”所以站在教育下一代的第一线上我们必须
坚持对于下一代输出爱国教育，为社会培养共产党的接班人。
爱国主义是每一名高职学生的必修课，更是每一位高职教师的传
承重担。在高职院校学生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其爱国主
义思想感情，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对其成长有着重要意义。爱
国主义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是各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

2  国内外对此的理论研究
爱国主义在文学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凡事拥有家国

主义底蕴在的文学作品常常能激发起世界各地同胞对于祖国的汹
涌爱意。“国之不存，身将嫣托？”这是蔡锷在国家将要灭亡时刻
发出的爱国怒吼；“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这是王
昌龄战乱时守住家国的决心；“位卑未敢忘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这是陆游作为一个时代下的小人物对于祖国的念念不忘。这些古
人在祖国将要灭亡之际愤慨发声，以身报国。并且用诗词激励后
人，变成后人前进路上的灯塔，成为黑夜的光亮。

近年来有大量优秀学者一直致力研究如何增强学生的爱国主
义思想上的搭建，也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期刊。研究观点表明，在
高职院校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具有着强力的实用性和现实意义。
而语文这个学科一直是充满人文关怀和提高综合性素质教育于一
身的学科。高职语文教育也一直在致力于将思想政治建设融入到
语文课堂当中。

3  研究方向与实际的方法
3.1研究目标
一是培养学生能够自觉将语文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以及自我

的思想价值体系，让其能够独立判断是非和民族大义是非观的能
力。同时让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增加文字鉴赏能力，还有让文学素
养得到提高。二是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语文课堂的每一分钟，
彻底实现思维建设和语文教育的相结合。通过古诗词的学习研究，
让学生增强民族自信心。

3.2研究方法
3.2.1文献法：在文献法当中，需要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研究

大量文献与古诗词，将其融入到语文课的故事背景中。文献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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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下，中国早就焕然一新，新青年们活在一个没有战乱的环境中，爱国精神并不如以往的人深刻。因此，在当前
的教学当中，需要注重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但是爱国主义在今天需要的展现，并非要像过去一样舍身取义才能展现。现今的爱国
主义更多指的是对于祖国和党的一种积极态度，以及对于祖国的认同感荣誉感和祖国文化的归属感。学生在听；说；读；写的每一
个环节除了要掌握基础的汉语知识，也要培养学生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感。将中国优秀的古典诗词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不
仅可以提高高职语文课堂的听课质量，还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民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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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课题的重要研究依据，和大量素材归纳的理论来源。
3.2.2归纳总结法：教师通过前文的文献法针对于古诗词进

行脉络梳理，挑选出大量适合高职学生研究的包含爱国主义为中心
思想的古诗词，并且分析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作者本人的成长经
历。在为学生讲解时收集学生状态并且对于学生学习难点进行分
析，并且对于爱国主义在学生中的情状引起学生研究和思维扩散。
让学生自己进行问题的分解，并且鼓励学生自我提出解决办法。

4  存在的难点与重点内容
一节课的有效课堂时常为四十五分钟，对于教师而言要实现

该实现的教学目标还要让学生提高思想文化。这一点对于老师自
身的教育素质和思想素质有着特别强大的要求，也是很多语文老
师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在课堂上，老师分析文章的课堂要让
学生对于文章的时代如同身临其境一般。让学生在课堂上受到潜
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提升。

除了在课堂上进行知识输出外，对于学生的课外活动也要进
行合理的安排。可以从一些伟人的故事展览和诗人的诗词展示为
主题进行校园活动，让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有着一个由点到面的认
知体验。

如何在语文课程中增加爱国主义？其大致有三种类型的教育
方法。

4.1人物形象升华
其方法是将古诗词及文章主人公进行解析，把握住整篇文章

的主旨和要害。通过古代爱国英雄情怀来引发新时代少年居安思
危的思想风暴，并且通过学习和分析爱国英雄们的事迹，引起学
生对于他们心中爱国主义是什么样的讨论。在课堂风暴中让学生
了解爱国主义并不单一，还能起到对于良好的师生感情的引导。

4.2文本解读法
文本解读法的本质就是通过阅读文章和文本分析，让学生能

够准确客观的感知到课文中的情感把控。语文老师对于语文课堂
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不需要对于课本知识进行过于简
单化处理。老师在高职语文教学过程中，要对文章人物形象的主
旨和文章主要思想进行详略得当的解说传播。

从高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做出合理的安排。
然后通过有效的课程教学，为学生提供高效的思维政治学习。并且
不能让内容假大空，要让内容真正走入学生生活，变成吃饭喝水一
样日常的潜意识反应。真正利用爱国主义诗词将爱国主义，融会贯
通无痕般的摄入到学生脑海中。除此之外，很多爱国情怀还有思想
政治要通过教师的传道授业在语文课程的每一个角落存在。还能够
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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