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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理念”下中职语文汉字文化教学路径初探
辛儒靖

（西安综合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立德树人”已成为教育在新时代发展的根本任务。在中职教育中，作为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以人文素养教育为核心的公

共基础课程，中职语文是增强中职师生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为了“课程思政”理念在中职语文课堂中的高效实 现，本文试

以汉字文化教学为例，寻找中职语文课堂汉字教学的切入点，细化其中的思政元素，探索中职语文教学中汉字维度的思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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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版）中指出“语文

课程旨在让学生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提高运用

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理解与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发展思维能力。”

可见，“语言文字”应该是中职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

结合汉字教学实践，阐释汉字教学中的思政内涵，从而探索中职

语文教学中汉字维度的思政路径。

一、习汉音腔调，感国风韵律

（一）独具韵律的汉语语音之美

汉语语音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独特的声调系统（包括阴平、阳平、

上声、去声），即汉语的四声调。再加上轻声、儿化等多种形式

的音节组合，赋予了汉语优美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感，尤其体现

在由字词构成的诗歌里。字词的声调构成了诗歌的音调，尽显诗

歌音乐美。表现有二：

首先是诗歌的韵律美和结构美，比如王维《山居秋暝》中颔

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与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两句，其韵律上的对仗促成了结构上的工整，极具韵律感和节奏感；

其次是整首诗歌的音调奠定诗歌的情感，或轻缓、或急促、

或欢快、或低沉的感情色彩，其实都由字词音节的音调决定。例

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低沉、“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的豪壮等。

因此，通过引导学生品读诗歌中字词的音调，不但能使学生

感受到诗歌的音乐美，也能强化诗歌抒情性特征对学生情感的熏

陶。

（二）走进语音文化课堂

1. 关于声调教学。基于中职学生学情的普遍特征，很多学生

语音基础掌握不牢靠，导致在听音辩音方面仍存在不同类型的偏

误，教师可先结合赵元任的“五度标记法”讲解汉语声调的调值、

调号等理论知识，再介入相关传统武术动作（汉字声调“武术操”，

如图 1）开展趣味性教学环节，激发学生的动态化记忆。实例如下：

图 1 汉字声调“武术操”（学生示范）

（1）一声（阴平调）——基本功一式。双腿并拢站立，两臂

张开平举；

（2）二声（阳平调）——提膝穿掌。右腿提膝，左手斜上方

穿掌，左腿站立。

（3）三声（上声调）——马步抱月。马步站立，双手举过头

顶，目视上方。

（4）四声（去声调）——丁步下冲拳。左手斜下方冲拳，右

手右上方出掌，右腿屈膝控制重心，左腿丁步并拢，目视左拳。

这不仅使课堂更灵动，便于学生直观、形象地学习声调的读

法和标注法，还嵌入中华文化的内涵美，加强了学生对美的艺术

感知，提高文化自信。

2. 关于诗歌讲解。诗即是歌，诗歌就是生活。在现代语文教

学中，将诗歌与音乐实现结合，来传承和弘扬中华诗歌文库，是

恰到好处的，因此教师可巧妙结合音乐，通过感性方式传达形象

生动的内容，这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学习音乐的兴趣，

更能促进其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的提升。实例如下：

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其重点是体会诗歌的旋律美并背诵

全诗，难点是解读诗歌中的意象，把握诗歌意象表达的情感。因此，

将央视音乐类综艺《经典咏流传》中由赵照为其谱曲改编的歌曲《雨

巷》作为教学资源导入课堂，将诗歌与深沉、优美的乐曲旋律相

结合，既保存了原诗的回环复沓，也为全诗所暗含的诗人低回迷

茫的心境增添了几分伤感和惆怅。

可见，学生通过领略汉语语音的魅力，能感受到节奏感和韵

律美，能感受到汉语独特的音乐美，从而使得他们在诗歌的浸润

和汉语文化的影响下，激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进

一步探索诗歌艺术所具备的洗涤心灵、陶冶情操的功用。

二、探汉字构形，寻古人之智

（一）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长河

新石器时代，汉字是祖先在日常生产劳作中所使用一种描摹

实物的记录符号，它起源于图画记事，即用绘画来表示语义。而

面对较为复杂抽象的事物或概念时，简单的描摹显然无法实现准

确的表情达意，于是便逐渐出现了利用指事法、会意法等方式构

字的现象。因此，汉字构形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

汉字的形体是在古人对客观事物初步感知和深入创造的共同

作用下，产生的智慧结晶。比如“山、水、木、马、羊”等象形

字是对具象的客观事物敏锐洞察的基础上，辅之以绘画基础创造

出来的文字；又如“囚、众、泪、尘、寒、采”等会意字则是两

个或两个以上形体的会和，然后根据各自含义组合成一个新字，

用以示许多抽象的意义。这其中足以见得古人创造汉字时的智慧，

将“具象者直观，抽象者组合”的原则尽显其中。因此学生在熟

识某一汉字的构形时，则恰似与古人进行了一场世纪对话，在了

解古人智慧的同时，体会汉字的形体美。

而汉字形体的演变，则依托于书写工具和载体的变化，呈现

出相应的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古代科技文明，比如青铜文化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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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青铜冶炼技术、碑石文化和碑拓技艺等。这都是中国古代劳动

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着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更彰显了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能

更好地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发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二）探索汉字文化的奥秘

关于汉字结构的教学，教师可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汉字本身，

挖掘汉字造字的文化内涵，体会其蕴含的深层含义，领会到汉字

所承载的华夏文明和民族精神，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因为汉字

的结构特征常常蕴含着相应的社会文化，比如当时的背景、社会

观念等。如“祈、福、祠、祀、祭”等示字旁的字，大都与神、

宗庙祭祀、礼仪等相关，这是因为“示”字旁在甲骨文中形似古

人用来祭祀的祭台，因此分析此类字，有利于了解古代的祭祀礼

仪；再如对“宫、穴、堂、室、门、户、向、灶”等汉字的分析，

能解读相关的古代建筑文化。实例如下：

国家领导人强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

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那么何为“家”？习近平总

书记还说过“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那么何

为“好”？

从汉字构形的角度来看， （好）的左边是一个孩童，右边

是半蹲状态的妇女，可理解为：有亲人在侧，家人相守就是“好”，

这就是传统家庭观在汉字里的体现；而 （家）的上面则是代表

房屋建筑的宀，下面是一只肥硕的小猪，可理解为：不用为衣食

住行担忧的地方，即是心安之处，就是“家”，这便是中华文明

在汉字里的传承。可见，每一个汉字都是华夏文明的象征，每一

个汉字里都蕴含着我们祖先广博的文化智慧。

另外，教学中还可将汉字文化的阐释与中职教育所要求的语

文的职业性、实践性相结合。比如计算机专业、动漫制作技术专

业的学生，可以尝试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汉字题库，搜集出契合

计算机专业常用的字词，运用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方法、电

脑手绘技术等改编、设计出具有专业特色形体的汉字。这不仅能

让学生更好地感悟汉字的神韵，在线条变化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还有利于学生专业素养的养成。学生在设计改造汉字形

体时，既提升了相关的职业技能，又丰富了文化底蕴、陶冶了性情、

提高了审美能力，还能增强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这极

大地发挥了汉语课堂在汉字教学维度的育人功能。

三、品汉语意蕴，悟言表之技

（一）意蕴丰富的汉语交际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之一是思维发展与提升。而这一素养在语

文学习中，则主要体现在：通过语言的运用，发展直觉思维、形

象思维、逻辑思维等，运用多种思维方式丰富自己对作品的感受

和理解，比较、分析、归纳和概括基本的语言现象，准确传递信

息、论述观点、表明态度，提升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

批判性和创造性等品质。而学生思维能力的基本表现，就在于是

否能准确地表情达意，从而进行正常的语言交际活动。面对作为

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其交际双方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高。

因此，正确解读汉语字词所承载的语境文化，有利于提升学

生相应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学生在分析不同语境下汉字意义的

同时，还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涵丰富和博大精深的魅力所在。

（二）解读汉语语境的内涵

结合教学实践，在解读汉语语境的内涵时，主要涉及两部分

内容的学习：一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相关词语的意义，即

临时的语境义。一是关于已经固定在词语运用中，能体现本民族

特有文化的语境义，即文化义。针对以上两种情况，具体的教学

实例如下：

语言交际过程中，汉语中一词多义所导致的歧义现象，往往

给学生的交际活动造成一些困惑。针对这些问题，教师可以在讲

解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结合具体语境进行分析。如：“一把把

把把住了”“别别别针在衣服上”中则可以利用语音相同但意义

不同的“把”字、“别”字，为学生创设相应的语言情景，鼓励

学生参与具体场景进行情景再现，以增强课堂趣味性。这不仅有

利于准确深入地掌握具体字词的词性和意义，还可以加强对一词

多义且意义有联系的“多义词”与语音相同但意义无联系的“同

音词”的辨析。

针对固定在词语中体现民族特有文化意义的现象，则需尽可

能结合学生所学专业进行文化义的阐释。比如：动漫专业或计算

机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在进行国风设计时，可以把握汉语中颜色

词所蕴含的文化色彩进行民族文化的彰显（中国人对“红色”赋

予的相关积极向上的文化含义）；在设计过程中使用动物图案时

重视汉语中动物词语蕴含的文化色彩（中国人自古以来对“龙”

的尊崇），甚至某些少数民族部落所推崇的民族图腾等，都富有

深刻的文化义；再比如给学生讲解“意思”一词时，利用“意思

意思”“小意思”“没什么意思”“真有意思”等多语境下的词

语使用问题，让学生对语言中蕴藏的谦虚、委婉、礼尚往来的交

际文化等得到感悟，并由此体会到中华民族谦虚、内敛、讲礼等

优良品质。

四、结语

中职语文教学可以有效地通过感性素材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思

想教育，在课程思政的实施方面有着独特的先天优势。尤其是在

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汉字教学维度中，教师可通过带领学生

以字音领略汉语韵律感、以字形感悟古人创造的智慧、以字义品

味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内涵等思政元素来实现育人功能，从而把中

职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人文性的特点进行有效融合。通过多种途

径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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