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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学融入课程思政的探索与思考
陈廉卓

（珠海市工贸技工学校，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课程思政倡导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各类课程同向而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中职

语文教师要积极渗透思政教育，促进职业教育、语文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素材，运用信息技术、小组合作等

渗透思政教育，积极开设语文课堂，带领学生学习书法、非遗文化等，组织形式多样的思政实践活动，搜集职业道德榜样先进事迹，凸

显职业教育特色，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和工匠精神，进一步提升中职学生职业道德素养，让课程思政扎根中职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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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贯彻课程思政理念，发挥学科育人优势，

利用古诗词、古典文学名著和应用文写作等来全方位渗透思政教

育，为语文课堂注入活力，进一步提升中职学生道德素养。中职

语文教师要立足学科特点，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素材，营造浓

郁的思政教育氛围，渗透情感教育。

一、中职语文教学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现状

（一）语文与思政教育“两张皮”

虽然很多中职语文教师积极渗透了思政教育，但是部分教师

把语文和思政教育割裂开来，先讲解语文知识点，再酌情渗透思

政教育，例如先讲解古诗词翻译和鉴赏知识，再简单为学生讲解

古诗词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忧国忧民情怀等，这样的教学模式难

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也影响了人文教育渗透。此外，思政教育

在中职语文课堂所占比重比较低，教师忽略了利用职业教育素材

开展思政教育，影响了语文教学和思政教育的融合。

（二）语文与思政教育融合方式单一

中职语文教师融入思政教育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单一，习惯性

把古诗词、历史名人和古典名著等作为思政教育素材，以理论性

讲述为主，忽略了组织思政教育实践活动，没有发挥出语文课思

政育人效果，此外，部分语文教师忽略了利用第二课堂、信息技

术等来渗透思政教育，融合路径比较单一，缺少浓郁的思政教育

氛围，学生只关注语文学科知识，无法深入感知课文蕴含的人生

哲理和美好品德。

（三）没有凸显出职业教育特色

中职学校以培养德才兼备的技能型人才为主，语文教师要把

职业教育、思政教育和语文教学融为一体，但是很多教师却忽略

了这一点，没有很好地利用教材中职业教育素材来渗透思政教育。

例如教师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只是讲解通知、简历、报告和会

议纪要模板，让学生参照模板来写作，忽略了结合学生专业、就

业导向来创设应用文写作情境，导致很多学生不太重视应用文写

作，不利于培养学生爱岗敬业、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

二、课程思政对中职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为职业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把爱国主义

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道德融入职业教育中，有利于提升职业人

才培育质量。中职语文教师要肩负起立德树人教育重担，坚持德

育与语文教学并重，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德育素材，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把德育渗透在口语交际、阅读和应用文写作教学中，

让学生在语文课堂接受良好品德熏陶。

（二）有利于端正中职学生的三观

中职学生正处在叛逆期，再加上互联网的影响，很容易产生

厌学、盲目攀比等负面思想，迫切需要教师的引导。课程思政理

念倡导把思政教育融入各个专业、各个课程中，督促中职语文教

师积极渗透思政教育，利用课文中的爱岗敬业榜样来端正学生价

值观和就业观，让他们学习优秀人物身上爱岗敬业、工匠精神，

积极渗透劳动教育，让学生正确看待职业教育，鼓励他们追求自

己的职业梦想，端正中职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族精神，渗透在古诗词中、

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民族力量。中职语

文教师可以利用古诗词、记叙文和新闻稿等渗透家国情怀教育，

带领学生了解中华民族抗争史和奋斗史，增强中职学生社会责任

感和民族自豪感，端正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激励学生树立

爱党爱国志向，积极投身基层劳动岗位，让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使命。

（四）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良好职业道德素养可以提升中职学生就业竞争力，展现他们

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和认真负责的良好职业素养，让他们在众多

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中职语文教师要利用好教材，挖掘其中职业

理想、时代楷模、民族美德等素材，利用这些高尚美德熏陶学生，

端正学生专业课学习态度，引导学生以大国工匠、时代楷模为偶像，

激励他们脚踏实地学习专业技能，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爱岗敬业

精神，让学生职业生涯走得更加顺畅。

三、中职语文课堂融入课程思政的原则

（一）坚持语文与思政教育并重

课程思政进一步明确中职语文教学和思政教育之间的内在联

系，明确了二者之间的融合渠道，对中职语文教材进行了重新整合，

真正践行了语文与思政教育并重的育人原则。例如教师可以把古

诗词和家国情怀衔接起来，结合脍炙人口的边塞诗渗透思政教育，

让学生了解戍边战士、爱国诗人笔下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弘扬

保家卫国、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既可以让学生品味古诗词情感

艺术，又可以促进语文和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二）贯彻以生为本理念

中职语文教师要把学生作为课堂教学核心，以就业导向、学

生学习需求为目标开展教学，把职业道德素养、时政新闻和语文

综合实践活动作为改革重点，让学生做课堂“主角”。例如教师

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可以结合所带班级专业创设职业情境，例如

面试简历撰写、公司通知起草和会议纪要记录等，满足学生就业

应聘需求，帮助学生积极应对就业挑战，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三）坚持多元化渗透渠道

中职语文教师要用好教材，积极开拓多元化思政教育渠道，

运用微课呈现中职语文多姿多彩的一面，营造浓郁的思政教育氛

围，积极开设第二课堂，挖掘地域特色传统文化，带领学生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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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书法艺术等，全方位渗透思政教育。此外，教师还可

以组织多样化思政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主动挖掘教材中、生活

中蕴含的思政素材，让他们主动接受思政教育熏陶，从而提升中

职学生道德素养。

四、中职语文教学融入课程思政的有效策略

（一）全面分析教材，挖掘思政教育素材

中职语文教师要对教材做到知己知彼，挖掘每一个模块蕴含

的思政教育素材，真正把思政教育和语文教学融为一体。例如教

师在讲解《我很重要》一课时，可以渗透生命教育、价值观教育，

让学生懂得自我欣赏，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激励他们把握好青春，

努力奋斗。这篇课文可以启发学生对自我价值的思考，让他们体

会毕淑敏从父母、孩童、职业的角度分析“我”的价值，让学生

体会到自己的独一无二，增强学生自信心。第一，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提炼出课文中体现“我很重要”的论据，让他们站在历史变迁、

山川变化和家庭关系等方面分析自我价值，让他们体会到每一个

生命的无可取代。有的学生认为自己是父母的心头宝，自己的喜

怒哀愁都牵动着父母的心，只要学好职业技能，找到理想工作，

回报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子女对父母的重要性。第二，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成就事业，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谈一谈，让

学生正确看待成功，品味作者笔下“只要我们时刻努力着，奋斗者，

就是无比重要的生活着”，激励学生勇敢追求职业梦想，只要坚

持不懈奋斗，这就是成功，足以证明“我很重要”。

（二）创新教学方法，促进思政教育融入

中职语文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营造思政教育情境，把职业

教育和思政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例如教师

在讲解《士兵突击》一文时，可以节选影视剧片段，为学生呈现

有血有肉的主人公角色，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首先，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先阅读课文节选段落，让他们梳理许三多由菜鸟成长为

优秀特种兵的励志故事，让学生体会军营战友情和团队精神，以

此来激励学生。其次，教师可以组织课本剧表演活动，鼓励学生

自由结组，结合课文和影视剧片段创作剧本，让学生自主演绎许

三多的励志故事。有的小组选取了许三多刚进入钢七连时的懵懂，

甚至无法完成腹部绕杠动作，影响了整个班级成绩，以及许三多

刻苦训练在演习中逆袭获得第一名，在钢七连解散后进入特种部

队的奋斗故事，展现了一名新战士逐步成长的故事，体会战士们

保家卫国、捍卫人民群众利益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职语文教

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课本剧等多元化教学方法渗透思政教育，

让学生在情境中品味美好品德，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提升语文

课思政教育效果。

（三）开设第二课堂，扩宽思政教育渠道

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挖掘当地文化特色，开设语文第二课堂，

把传统节日、书法、古诗词和非遗文化等作为思政教育素材，让

课程思政理念扎根中职语文课堂。第一，学生可以跟随书法名家

学习隶书、楷书和行书书写技巧，尝试为自己设计不同笔体的个

性签名，让学生体会书法艺术行云流水、形神兼备的美感，进一

步规范中职学生汉字书写习惯，提升他们的汉字书写水平。第二，

语文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探究中国传统节日起源，了解春节习俗演

变、端午节与屈原之间的关系以及重阳节风俗等，唤醒学生对传

统节日的重视，端正学生盲目追捧“洋节日”的心态。有的学生

搜集了北宋诗人王安石的《元日》，把北宋人民春节风俗和现代

春节风俗进行对比，北宋时期我们就已经有贴春联、放爆竹和守

岁等习俗，如今我们依然会贴春联、守岁，但是很少燃放烟花爆竹，

开始看春晚、用微信发拜年短信。第三，学生可以介绍家乡特色

美食，了解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美食文化，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

进行展示，例如我国各大菜系名菜、面塑和竹筒饭等，挖掘家乡美，

提升对家乡和传统文化的热爱。

（四）组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中职语文教师要让思政教育照进综合实践活动，结合时政新

闻开展思政实践活动，例如组织辩论赛、演讲赛和观影会等活动，

渗透家国情怀教育，增强学生爱国热情。首先，教师可以围绕戍

边战士事迹开展演讲比赛，例如牺牲时年仅十八岁的战士陈祥榕

在笔记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让学生自主撰写演讲稿，

让他们倾诉对戍边战士的敬佩以及对祖国的喜爱。很多学生都自

主在互联网搜集五位牺牲戍边英雄事迹，了解他们寸土不让、寸

土必争的戍边情怀，以及面对外敌侵略时不怕牺牲、英勇抗争的

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同学们要以戍边英雄为偶像，积极参军，

树立爱国爱党、报效祖国的志向。其次，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观

看《长津湖》电影，让他们了解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冰天雪地

中英勇作战，用生命守卫祖国边境线，让学生了解这群“最可爱

的人”，让学生写一写观影感受，引导他们畅谈对爱国、梦想和

青春的看法。这样的语文思政教育实践活动更能激发学生参与积

极性，让学生运用文字表达自己对时政新闻的理解、对职业梦想、

青春的想法，把爱国爱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种子播种在中职

学生心间。

（五）树立职业榜样，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中职语文教师要积极了解所带班级专业相关信息，结合职业

技能大赛、各行各业劳动模范事迹、大国工匠事迹来开展思政教育，

以职业道德培养为抓手，提升中职学生就业竞争力。教师可以带

领学生观看《大国工匠》纪录片，让学生了解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例如高凤林、胡秋亮等杰出人物，他们追求卓越品质、在专业领

域做到极致，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岗位上，彰显了大国工匠吃苦

耐劳、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学生向这些榜样学习，做好本

职工作，用辛勤汗水和努力奋斗成就职业梦想，让他们养成吃苦

耐劳、爱岗敬业的好习惯。此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职业技

能大赛视频，让学生欣赏各个职业院校学生风采，让他们感受参

赛选手沉着冷静、团结一致，积极创新的竞赛精神，激发学生情

感共鸣，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职业竞赛，为他们树立良好学习和职

业榜样，提升他们的职业道德素养，帮助他们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

中职语文教师要把职业道德素养培养作为重要目标，打破专业和

学科之间的壁垒，学习优秀职业榜样事迹，鼓励学生把先进模范

作为自己的偶像，激励学生树立正确职业奋斗目标，助力中职学

生成才，进一步提升中职语文育人质量。

五、结语

中职语文教师要组织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活动，开设第二课

堂，带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工匠精神，让学生了解各行各业职

业精神，让他们感受思政教育对个人职业生涯的影响，聚焦学生

职业道德素养培养，挖掘教材中讲述的职业榜样故事，为学生树

立良好职业榜样，激励学生勇敢追求梦想，培养学生脚踏实地、

吃苦耐劳和爱岗敬业精神，提升中职语文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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