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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来看，中职语文课程思政教育处于一个学习理论的阶

段，因为缺乏实际应用价值，这就会导致思政教育难以发挥其
真正的作用。在党18 大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
的国家，大力的倡导思政教育，思政教育作为当前教育当中的
重中之重，同时也能培养一批具备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
观以及远大理想的爱国主义青年。而培养这样的青年，比一个
优秀技能人才更加的重要。在这一大环境之下，在语文课堂中
课堂将传统文化加入其中，能够使得思政教育起到了一个润物细
无声的教育效果，如何才能将三者更好地融合起来，成为当前
中职语文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1　新时期背景之下中职院校重视思政教育主要原因
一是新时代特点造就了必须加强思政教育。在党 18 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央领导人，用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巨大
的政治勇气，随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战略、新思想、新理念，
新时期发展和坚持什么样的中国特色主义，怎么样发展和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也使得习近平总
书记创立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后期新时期思政教
育带来强有力的支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渐的推进，党中央
也开始对于思政教学进行高度的重视，特别是今年开始，我国
从地方到中央不断掀起“牢记使命、不忘初心”这一系列的教
育活动，并且将政治教育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只有保证有正
确的价值观，纯正的思想，才能在新时期发展的道路中实现自
我价值，把握时代特点。随着当前时代不断的发展，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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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展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展教学过程中，应当牢牢地把握
时代脉搏，构建正确的中职学生思政教育目标，使其具备明确的
政治信念，不断的挖掘思政和语文教学当中的目标元素，使学生
能够具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提高学生的国际视野。目前来看，思
政教育和语文教学相结合，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中职语文教学
当中，同时职业教育所具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当前中职学
生有缺乏成熟的心理状态，所以在当前国家新思想、新理念的学
习浪潮之下，应当对这些思想进行学习，保证与时俱进，这样才
能为日后走上正确的道路保驾护航。

二是学生发育和学习特点决定了必须加强思政教育。因为中
学生的年纪大约处在十五岁到十九岁中间，他们缺乏成熟的心理
和身体，这个时候他们的三观都处于一个尚未成型的状态，此时
需要教师正确的引导，因此可知，学生也具备极强的可塑性。从
生理角度来看，因为学生尚未处于成长的状态，他们身体和心理
处于一个不断发育的时期，心智会随着身体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因为生理缺乏成熟性，而心智也尚未成熟。从心理角度来看，中
职生可以称得上是中考的失败者，所以他们无奈去选择的职业院
校，但是因为社会对于职业往往抱有歧视和偏见，这就会导致学
生出现厌学思想、自卑心理、缺乏自信心等一系列的问题，此时
教师需要发挥自身所具备的正确引导作用。从情感角度来看，青
少年有着丰富的感情，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是将感情作为重点，
很少对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容易发生冲动的情况。常言说得好：
冲动便是魔鬼，如果出现难以弥补的错误，那么这一辈子都会留
下极大地心理阴影，同时也会对身心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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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思政教育是当前重要的内容。除此之外，从受教育的时间
来看，因为中职教育与普高有着极大的不同，因为在普高毕业
当中的绝大部分人，进入到大学进行后续。持续的学习。他们
有足够的学习时间，也有专门的思政课程和教育课程，帮助学
生继续学习，塑造其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但是中职生在毕业之
后，进入到企业工作，他们也不会再有更多的时间在校进行学
习，完全凭借自己在生活当中所积累的经验去修炼自己的道德品
格。目前来看，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用人单位对于学生进行考
核时，不仅仅停留在专业技术方面，而是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
心理健康水平和道德素质，所以可知，思政教育就显得尤为的
重要。

2　在新时期背景下中职院校在语文教学中加强思政教育所
具备的意义

首先中职院校所开展的语文教学，作为一个培养学生人文素
质的重要内容。因此可知，其具备基础性、人文性等相关特
点，在开始教学过程中，应当着重的培养学生所具备的听、
说、读、写四项能力，这也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同
时也需要对于学生文化素养进行强化，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审美素
质、思想品德以及崇高的人格。当前来看，对于中职学生开展思
政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素质的必要手段。从实际角度情况
出发，笔者认为，语文课程作为当前教育当中一个具备核心价值
的课程，教师需要将思政教育渗透其中，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观
念，重视学生作为我国社会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当中的主力军，他
们往往肩负着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对于中职学生的思想政治素
养进行高度的关注，做好思政教育，能为社会主义培养更多优秀
的高素质人才，这也是实现国家稳定发展，健康进步的必要基础。
在教育时，作为中职教师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因为当前中职生处
于一个成长阶段，他们思维灵活、头脑灵活，但是却缺乏较为丰
富与扎实的社会经验，所以在面对多元化的社会以及复杂的背景
之下，做好思政教育，可以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他们进行
导向，并且使其受到熏陶，最终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
样才能为社会和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近几年来，中职院校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职业技术受到
社会各界的高度青睐，社会当中的中职学校都注重培养学生的专
业技能，甚至一些基础文化课程，都处于一个边缘化状态，德育
课程时间少之又少。在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社会主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将其认定为当前教育教学最主要
的目标，各学校所开展的思政教育课程，也打破原本的桎梏。各
级政府以及教育部门都从学生的比例出发，为学校配备了专业的
思政教师，这样确保将思政课开足马力，使其在未来的日子里获
得见效。在这时也需要教师对于思政教育进行高度的重视，提高
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在语文课程教学当中，将思政教育融入其
中，中职院校应当积极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思想，并且将学生培养
成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关注学生终身发展，为社会培养现代化新青年。教育
也就是教书育人，其重点在于如何育人。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得
好：做事必须先做人。从传统教育来看，学校将教育的重点置于
如何提高学生的技能和知识，所以对于品德和人格关注较少。因
为知识是极其短暂的，有着较快的更新换代速度，而价值观、品
德、人格等，却对学生的终身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其是极为重要
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人道德水平往往会影响到这个人的
终身事业以及获得的成就上，当其有着越高的道德时，那么他成
功的概率就越大。如果道德水平较低，那么就不会获得太大的成
功。在当前学校教育过程中，其作为每个人人生发展当中的一小
步，它最主要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短短时间的学习，保证学生能
够学到终身够用的知识，而是需要关注学生的价值观和人格，为
学生日后全面的发展打下扎实的技术。在2017年的时候，由教育
部牵头，随后由北京等多所高校共同成立了将近百人的课题研究
组，经过几年的发展，随后研究出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要素，也

就是适应社会发展和终身发展，必须得具备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
格。这也是提出了第一次提出了终身发展这一概念，此时能够
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因此得知，
当中学生毕业之后，就需要立即地融入总体社会，所以培养学
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对学生之后就业以及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可以促使其更加快速地、灵活地融入到社会环境当中。在
这时，对于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帮助其更好的适应社
会，并且为后期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3　中职语文教学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传统文化曾经被污蔑成封建、落后和腐朽的代表，

这就会导致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出现断层的情况，使得很
多人开始对于传统文化抱有一种偏激的看法，他们认为传统文化
就是一种封建与迷信，难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随着当前时
代的发展，传统文化逐渐了摆脱的束缚，改变了人们对其所产
生的偏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随后给世人所展示的是其中所
体现的仁义、忠孝、尊老、爱幼等思想。思政教育开始成为
社会当中极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他可以充分的宣传我国传统文化
当中的优秀思想。中职语文教学作为对学生展开教育的重要环
节,从总体角度来看,通过开展丰富的传统文化教学,能够有效地弥
补当前中职语文思政教育的缺失问题,确保思政教学设计更加的丰
富和充满时代性。比如学生在学习以及领悟课程过程中，需要结
合文言文和古诗词去理解传统文化，随后利用现代文学感受到从
古至今所延续下来的文化脉络。从整体角度来看，传统文化最主
要的精髓就藏在语文教学当中。通过这种方，式将语文教学和文
化精髓牢牢地结合起来，才能丰富且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才能有
效地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使学生具备完善的人生品格。

4　当前我国中职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方面所面临的
问题

4.1学生掌握的传统文化十分的匮乏
目前来看，绝大部分的学生未能具备扎实的传统文化素养，

这也成为当前中职学生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同样也是当前语文教
学在传统文化融入过程中，所面对的主要差异。比如很多学生都
知道孔子，同时也在日常的生活或者学习中，选择浅显的了解儒
家文化，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到法家文化的代表人是墨子，他主
张锐意改革、重视法律这些文化观点。一些学生仅有的传统文化
知识，只是采用道听途说的方式，或者是在网上浏览这些其他信
息时附带指导的内容，很少有人是通过阅读一些经典古书籍进行
掌握。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学生主观方
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教师在课堂教学当中，未能为学生带来
更多的传统文化，教师难以打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学生也没
有刻意去学的意识，在两者不断循环之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结
果，最终导致传统文化和语文教学渐行渐远，同时也会对于学生
带来严重的影响。

4.2 学习意识较为薄弱，欠缺思考
目前来看，随着网络技术逐渐的普及，中职院校学生可以

利用网络开始获取一些自己想要了解的信息，同时也包括贴近现
实生活的现代气息、文化元素，或者更加直接的内容，这种情况
的出现，导致他们没有下意识的去放慢脚步，慢慢品味传统文化
独有的魅力，学生因为存在浅薄的意识，这也为后期发展带来影
响。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可以看做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目
前来看，我国所开展的语文教学思政教育过程中，没有深刻的认
识到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没能做出适当的调整，或许论坛、
博客、网站等社交工具，能够充分的满足学生所提出的现实需要，
但是想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这些现代技术所具备的
作用往往逊于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当中，不仅包括“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充满大爱的爱国情感，同时也有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志勇多困于所溺”这种生活细节的教育，
通过这些名言名再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时，也能使学生心理产生共
鸣，并且将其转化成实际行动，但是这是当前中职语文教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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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做到的事情，也是中职语文教学十分遗憾的事情。 三是学
生文化精神十分的匮乏。从当前客观角度来看，中职学生有着
较低的传统文化素养，这是因为他们存在较低的自主学习水平，
同时也未能高度的重视文化。即使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主要
是通过手机电视、网络等一些社交媒体接触得到一些具备八卦性
质的传言和绯闻，采用这种摄入知识的方式，有着多重的劣
势，不仅无益于学生日后的发展和学习，同时也会影响学生的
思想观念，使他们认为他们所接触到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全面、
最正宗的传统文化。在语文课堂当中，不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
能力，那么就无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对于当前中职学生而
言，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到中职院校继续学习，是因为他们在初
中缺乏良好的习惯，未能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这就会使得教
师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教师在后期教学中也面
临更多的困难。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较少，未能在学习时充满
兴趣，同时也不抱有希望，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现象。随着时
间的推移，学生在进入到社会后，会朝着一个现实化、功利化
的人格特征方向转变。他们有着冷漠的道德意识，存在较差的
工作自律性，缺乏良好的集体意识，这就会对于社会正常秩序
发展和人生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5　在时期背景之下将传统文化融入到中职语文思政教学当
中的有效方式

5.1创新教学观念
目前来看，社会处于一个网络化时代，网络技术开始被渗

透到多个领域和行业当中，对学生也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语文
教学当中，蕴含大量的传统文化，而在互联网背景之下，这就
会使得这些文化被学生认为是太过时、太老土，为了充分改变
这些落后的思想，教师应当将这些老土的语文和现代教学思维模
式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的利用课后、课前、课中等一切的时
间，激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可以
利用下述的方法：

比如对于一些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教学，教师可以利用课后的
时间，在班级群当中分享更多与本文言文相关的内容，或者与本
节课学习相关的内容，在学习《荆轲刺秦王》时，为了调动学生
兴趣，教师可以在课下给学生分享《英雄》这部著名的电影，学
生在观看电影时可以判断出无名为何为没有去刺杀秦王，而这部
电影其实讲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最宝贵的精神，以天下苍生
为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其实学生并不是抵触传统文化或
者不喜欢传统文化，他们只是希望在学习传统文化时，可以通过
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接触，在网络时代之下，网剧、动漫、电影
等，都是教师开展传统文化教学最有效的助手[1]。

5.2鼓励学生积极阅读中华文化
与其他文化相比，我国传统文化拥有博大精深以及伟大内

涵，随着当前新时期的到来，如果作为新时期的我们，未能保
护祖先所留下来的东西，不延续、不发展他们，即使传统统文
化有更深刻，那么对于学生而言也是毫无用处，所以教师在开
展传统文化教学过程中，应当鼓励学生可以利用阅读的方式增长
见识。在教学时，教师可以采用下述的做法：

比如在带领学习学生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其中有一
个篇章是《林黛玉进贾府》，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课后的时间去
阅读红楼梦名著，如果他们能够在下次提问当中准确地回答出教
师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教师可以为学生回馈一些小礼品作为奖励。
在日后的课堂当中，教师可以多次提及以及与《红楼梦》相关的
问题，比如贾宝玉与贾环前去科举，最后谁考中了呢？林黛玉父
亲是谁呢？通过这些问题，可以诱导学生阅读红楼梦名著，在潜
移默化的过程中，提高了学生的阅读水平以及对于我国传统文化
的认知能力。利用鼓励式阅读方式，学生重新地认识传统文化，这
也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2]。

5.3在课堂当中打造良好的传统文化学习氛围
古人曾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因此可知，通过阅读

的方式，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在诵读过程中，培
养学生的语感，使其读出韵味、读出情感。在朗读时，教师
也需要注重自己的速度和声音，掌握情况，把握好重点字、
词、句，调控情绪情感。在这个基础上，让学生逐渐的理解
课文想要表达内容。利用诵读的方式，也能带领学生梦回古
代，穿越千年，与作者进行对话，真正地理解课文所想要表
达的内容。在课堂当中教师也可以指导学生背诵一些经典文
化，使学生具备充足的知识储备量，在学习和生活当中，可
以随手的翻阅书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效果，保证学生可以
自主的学习传统文化，感受到传统文化独有的魅力，树立起正
确的爱情观，保证身心得到全面的发展。除此之外，教师也
可以将更多优秀的文化表达方式带入到课堂中[3]。

比如河北省晋州市民歌《女儿孝》，其中有12 段歌词都表
现出女儿购买丰盛的礼品，回到娘家去孝敬父母的场景。这是
一个充满动态的画面，充分的展现出女儿的孝心。通过学习这
类歌曲，可以使学生重新地认识人性之美，有利于共建更加和
谐与友善的人际关系。

5.4在课堂内延伸学习
在课堂延伸学习当中，将传统文化浸透其中。众所周知，

语文课堂当中对于传统文化教育是极其有限的，教师应当对于学
生做好课外传统文化教学工作，一方面是指导学生做好课外延伸
阅读，对于传统文化教育效果进行巩固，比如在学习《林黛玉
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后，学生可以涉猎到《红楼
梦》、《水浒传》等一些内容，充分的感受到经典民族当中所
具备的文化，随后对于小说当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一个重新
的认识，而这些人物形象，也会在无形中影响学生的人格塑
造，并且帮助学生亲身体会到传统文化独有的魅力。

5.5教师应当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
中职院校也是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最主要的阵地，教师在

传统文化教学当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教师只有具备更加深
厚的传统文化，才能脱口而出各种传统文化知识。在教学过程
当中，将传统文化渗透到课堂当中，做好学生管理以及日常教
学工作，才能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利用潜移默化的方式，
使学生逐渐的热爱传统文化，并且自觉地传承传统文化。

比如，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修养，对于培养与提高学生的
传统文化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
要做好传统文化知识学习工作，特别是明清小说、唐宋诗词、
四书五经、元曲等，由此能够使自身所具备掌握的传统文化知
识宽度得以延伸，确保学生充分的感受到传统文化独有的魅力，
随后游弋在传统文化的广阔海洋中。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职语文教育对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传统文化作为当前解决中职语
文教学困境一个重要的元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摒弃传
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可以积极的思考与探索，
使学生充分感受到传统文化独有的魅力，最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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