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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角下古典诗词渗透中职专业课程的
初步探索

鲁清云

（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200）

摘要：古典诗词是需要我们传承的瑰宝，其以简练的语言与深刻内涵得到世人的青睐，其意蕴深远，是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素材。

中职教师在专业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中职学生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专业课程中以古典诗词或者含有传达诗词

意境的漂亮图片作为素材进行技能训练，在边操作边实践专业知识的同时浸润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体会传统文化的灿烂辉煌，与之共鸣，

从而热爱美好的大自然，珍惜身边亲情、友情、爱情，进而认同将这一优秀文化不断绵延发展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认同带领这个民族从

百年前危亡边缘走向兴旺、带领这个国家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昌盛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过程令中职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完成爱文化爱国

家爱党的思想升华，培养出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逐步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基于此，本文针对古典诗词的独特育人功能进行

分析，并提出在中职专业课教学中借助古典诗词文学作品开展思政教育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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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古典诗词的思政教育仅体现在特别课程上，如中职语

文、中职徳育等。这导致中职其他专业的学生在课堂上并没有接

触古典诗词的机遇，对于学习理论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很大程

度上就不会再进一步接触古典诗词。古典诗词的价值很难在中职

学生中体现，当这些孩子长大后，其对子女的教育就会更依赖学

校教育，这会进一步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因此，虽然中职学生不

再将精力放在理论学习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告别理论知

识，恰恰相反，这更需要其他专业的老师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以

促进其全面的发展。总之，古典诗词渗透进中职图像处理教学是

必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

一、优秀的古典诗词文学作品在中职思政教育中的独特功能

中职学校的学生生源比较特殊，他们因为文化基础略差、学

习认知能力相比普通高中生略差等因素导致自信心偏低，部分中

职生多多少少有厌学情绪和学习焦虑情绪，欠缺优良的学习方法

及习惯。图形图像处理课程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不仅拥有计

算机知识，还有复杂的美学知识体系，而且与学习和生活联系密切。

而优美的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千年积淀，这里有歌颂祖国

美丽山河的优美篇章，有励志爱国意识的壮志豪情，有反映各朝

代底层人民真实生活诗歌长赋，也有婉转含蓄的离愁别绪。对中

职学生来说，通过将这些优秀的诗词文化与《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

课程相结合，在相关技术的学习过程中，不仅能增强他们的文学

功底，而且可以增强他们的爱国爱家的情怀，促进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担当精神，增强他们学习的信心，激发其学习奋进的激情。

（一）有助于提升中职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

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具有结构严谨、文笔凝练、神韵飞扬、

文采斐然的特点，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

文学的精髓。通过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课程中加入经典诗

歌案例，让学生在学习图像处理的同时更多地了解这些经典作品，

既可以弥补以往语言能力的弱点，又能有效提升个人的欣赏品位，

为伟大祖国而自豪，提升担当精神。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将古诗词融于图形图像处理课程中，让枯燥的计算机技术学

习变得生动、形象，让图像们“活起来”，加深学生对技术的体验感，

同时提高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在研究期间将诗词尽可能渗透到

每个知识点中，在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的同时提高他们的专业实

践能力。

（三）有助于提升中职生的思维能力

宋代朱熹说，读书无疑的人，需要让他有疑，有疑者再走向

无疑，到这里才能长进。学与疑不可分离，在中职生学习图像处

理技术的过程中，只有发现疑惑，才能在学习中取得进步，让学

生真正积极思考问题，不断探索，发展自己的多角度思维，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过程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灵感、强烈的求知欲和创造性思

维。古典诗词语言凝练，意境优美雅致，兼具客观意象和逻辑思维，

有助于中职学生加深对图像处理的能力，培养凝练的思维素质；

有利于学生计算机技能的提高；对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提升思维能

力相当有益。

（四）有助于学生潜移默化地完成文化认同，提升民族自豪感，

达到爱家爱国爱党的思想升华

常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历代优秀古典诗词凝聚了中华文

明的精华，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活。

通过古诗修图、古诗鉴定、古诗意境创作等案例的设计，引导学

生漫步在五彩斑斓的古诗丛林中，汲取名言的芬芳，感受优美的

人文气息，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内涵。同时，也帮助学生辨别

真善美与假恶丑，同时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增进文化认同感，

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和审美品位，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使他们

逐渐形成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个性，促其全面发展。

二、古典诗词渗透思政教育进中职专业课程中的实践

（一）营造古典诗词文化氛围，有效渗透思政元素，引领学

生树立积极观念

古典诗词文化具有包容性与多样性，教师要注重在教学时营

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引领学生树立正确思想观念。随着近年来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文化市

场所能提供与营造的环境出现良莠不齐的问题，这就表明规范文

化市场，引导多元文化发展尤为关键，应注重对良好文化环境的

建设，为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恰当的机会与空间。在此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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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正确对待以古典诗词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借助古典诗词作

品开展思政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积极的思想。要深度挖掘古

典诗词中蕴藏的思政元素，促使其与现代文化有效融合，通过多

种途径实现对中职学生的价值引领。以月亮为例，它在古诗词中

的意象主要有：离别与思念、故园与思亲、永恒与惜时、美的象

征，月亮融入古老的中国文化之中。以月亮的图片为主素材，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立意，融入其他图片，可以使中职

学生直观地感受无限广阔壮丽的自然美景，自然而然地穿越千年

与思念亲人的诗人产生共鸣（如图 1）；而若以“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为意境进行素材合成，则能令学生体会个人利

益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感受到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爱国激情（如

图 2）。

图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图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二）借助诗人生平事迹，强化思政元素

在中职专业课教学中，每一篇古典诗词作品中都蕴藏着浓郁

的情感，展现着诗人个人情感与志向等，诗人将自己的雄心壮志、

情怀意识等以凝练的语言进行呈现。通过对诗人的人生经历的了

解，挖掘词句中隐藏的真正含义，进而促使学生超越时空与诗人

共鸣，此过程是渗透思政教育的良好机会，教师可以在分析过程

中加强对思政元素的挖掘，帮助学生了解诗人的鲜活形象，借此

在专业课程中渗透思政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与意志，引领

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念。以中秋节为例，引入苏东坡这首《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词，苏东坡因与当时变法主持者王安石

等人政见相异，辗转在外地为官。他曾请示朝廷到离弟弟苏辙较

近的地方为官，以便能与弟弟多聚会。公元 1074 年苏轼到密州就

任后，这一愿望依然未实现。公元 1076 年的中秋节，圆月当空，

月光如水，诗人和苏辙分别七年了。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

心潮澎湃，于是趁意兴正浓，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名篇。中职学

生在合成这张图片（图 3）时，体会和把握好诗词的感情基调，

对其创作背景与生平经历的有了深刻了解，对“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

的经典的诗句有着更深入的情感共鸣，共情到苏东坡对兄弟情谊

的珍惜、与人生困境的自我和解，进而形成自身豁达、健康的人

生观。

图 3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三）学生作品汇集成册，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完成自我教

育

每个实践项目大概需要两节课时，完结时汇集学生的合成图

片生成电子相册，讲评时进一步令学生感受诗词意境，增强学生

的成就感，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阅读乐趣、练习兴趣，以达到

良好的思政教育成效。此外，到学期告一段落时，精选学生日常

合成的图片，在 Indesign 中简单排版即可形成含诗词的照片书，

印刷成实体书籍，进一步强化中职学生的自信心，提升他们兴趣，

书册同时也可作为平时中职生传统文化教育读本的补充，日常早

读时带领学生体会学生自己制作的优美画面同时感悟诗词中所蕴

藏的内涵之美，完成爱文化爱国家爱党的思想升华，培养家庭责

任感、社会责任感，逐步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提升思政教

育趣味性，完成自我教育。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古典诗词作为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在思

政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优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借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古典诗词独特之美开展思政教育，通过

对其创作意境与隐藏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将其作为素材在专业

课程中进行渗透教育，文化认同是坚定信念的根本，文化自信是

民族自信、政治自信的基础，中职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认识到

了优良传统文化的美，认同延续这一伟大文化的民族，认同带领

这个国家走向兴旺的优秀政党，就会逐步坚定理想信念、政治倾向，

完成思想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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