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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优秀人文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程的教学探索
马雅莉 1　金　鑫 2

（1.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2. 平凉市崆峒区第二中学，甘肃 平凉 744000）

摘要：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最忌讳的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也不应该被课本的框架束缚自己的思路，将诗歌、散文、中国传统

文化融入思政课中，让思政课更具温度、更有感染性、更有说服力，是思政课教师应该认真思考、深入探索的一个新途径。讲好每节课，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也是思政课教学应该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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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职院校加强思政课教学，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需要，也是坚持四个自信，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

更是高职学生成长成才的客观需要。怎样提高思政课抬头率，使

思政课教学入脑入心，是思政课教师需要探索研究的首要问题。

一、学情分析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

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然而，高职院校

的思政课堂抬头率不高、学生不感兴趣、教师无法有效地调动课

堂氛围等问题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学生讲思政课作为“副课”学习

高职学生普遍学习习惯差，知识水平不高，学习成绩差，对

思政课普遍有着排斥心理，大部分学生对政治、时事关注关心不

够，觉得思政课作为一门“副课”，跟所学专业无关，对自己的

学习生活和未来的工作帮助不大。因此，只是被动学习，拿学分，

而部分思政课教师的理论性和说教性又很难达到说理育人的效果。

（二）思政课日常教学不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教室上课仍采用传统的讲授模式，无法真正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上学生玩游戏、聊天、睡觉的现象普遍存在。

教师怎样转变教育教学方法，从学情入手，从学生喜闻乐见

的形式内容入手，调动学生学习思政课的兴趣和热情，激发学生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需要每位思政课教师认真思考、深入研究。

（三）思政课考核方法影响学生想学习的积极性

思政教学不同于其他的课程，思政教学的目的是立德树人，

理论知识的讲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主要是要让学生真正理解课

程索要变大的精神实质和意义、作用，并实现学以致用，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而思政课考核采取试卷考试的方式既不能有效评估学

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也让学生产生学习的目的是考试及格

拿学分，对教学质量也有着较大影响。

二、教学思路

笔者认为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最忌讳的是照本宣科，人云

亦云，也不应该被课本的框架束缚自己的思路，以第三章《继承

优良传统，弘扬中国精神》为例，本章的主题词是中国精神，但

“爱国”是本章最重要的关键词，因此，笔者将“爱国主义”作

为专题进行讲解，并将其分为“爱国是什么”“爱国爱什么”和“爱

国怎样爱”三个主题，其中“爱国是什么”，用一个课时的时间，

以艾青的诗《我爱这土地》为导入，为学生讲述诗人借“鸟”的

形象，表现自己决心生于土地、歌于土地、葬于土地，与土地生

死相依的挚诚情感，解读“土地”这一意象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是祖国命运的象征，诗人借“鸟”对“土地”

深沉的爱表达自己对祖国和大地母亲深深的爱和自己刻骨铭心、

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感情。引出“爱国主义”这一主题，并进一

步阐述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

位、表现形式，代表人物，从而引出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爱

国主义精神，什么是民族精神，什么是中国精神。从而帮助学生

理解掌握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爱国爱什么”，用一个课时的时间，以《我爱你中国》这

首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作为导入，为学生解读歌词中所采用的中

国传统词律“赋比兴”的写作手法，一咏三叹，字句凝练。进一

步引出课程内容，并以历史上及现实生活中鲜活的人物和事件作

为案例对每一个层次进行阐发，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爱国怎样爱”是笔者要梳理分析的重点，计划两个课时时间。

以鲁迅先生《热风》中的名句作为导入，引出爱国主义内涵及表

现随着中华民族的不同境遇而不断变迁，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的内

涵。以下是笔者对第三章第二节所做的一个具体的课程设置。

（一）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推进，出现了一种离开我国社会主义性

质，去抽象地谈论热爱祖国的虚无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爱

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是完全可以分开的，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不

意味着必须认同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讲解这个

内容不能绕开这一话题，因此可以将这个话题作为导入，和学生

做课前讨论，教师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分析种种论调

出现的原因，通过反驳进一步得出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

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分析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有

着理论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

历史的必然性——这里可以简略的对近代史作一回顾，历史

告诉我们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各种

探索和尝试，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改变了中国革命

的面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用了 28 年的时间，结束

了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建立了新中国，实

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现实的必要性——这里需要讲清楚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都统

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鲜活实践之中。现实也告

诉我们，若果没有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党，那么中国近百年来苦苦

奋斗的成果就会葬送。通过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对我国的发展采取

遏制、打压的态度，一直妄图对我国进行颜色革命的现实案例和

其他国家由于没有坚强政党的领导如，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

国家，因弱因乱致使国家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再如苏联解体，

因放弃苏共的领导权，使得国家财产被西方国家和本国寡头洗劫

瓜分、人民利益得不到保障、俄罗斯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

都没有更好的发展，如今受到西方国家的围堵，陷入战争的泥潭。

以上案例都能进一步说明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必要



1492022 年第 4 卷第 24 期 实践探索

性和必然性。只有以情以理以据以节，学生才能从内心认同做忠

诚的爱国者就要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以于右任先生晚年所做爱国诗歌《望故乡》为导入，通过讲

述于右任先生晚年在台湾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对

诗进行简单讲解，让学生体会，晚年的于右任羁留台湾，身边没

有一个亲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落叶归根，而一湾浅浅的海峡阻

隔了诗人回归故里的愿望，所以才有《望故乡》这刻骨铭心之作。

让学生通过诗意体会于右任先生对故乡、对大陆深深的怀念之情。  

紧接着大学生赏析另一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这里可

以给学生欣赏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中《乡愁的歌曲》，让学

生通过优美婉转的旋律进入诗人内心），进一步解析《乡愁》有

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民族感情的

传承，诗中的邮票，船票，坟墓，寄寓的是诗人绵长的乡关故乡

之思，而的结尾更是将个体的情感与祖国，民族交融在一起。同

样也表达了了万千海外游子共同的心声。

两首诗可以设置 15 分钟导入时长，目的是引出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引导学生感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鼓励学生关注两岸时事，

担当复兴大任，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统一作出自

己的贡献。

（三）尊重和传承中华历史文化

以流沙河先生的诗歌《就是那一只蟋蟀》作为导入，为学生

讲述流沙河与余光中的友谊，和诗歌的由来，分析蟋蟀作为我国

历史文化中的一个意象，一个符号，代表着中国人对生命的感怀，

对故乡的思念，诗人笔下的蟋蟀穿越时间穿越空间穿过几千年的

历史来到我们身边，代表着历史文化的传 承，记忆情感的传承和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基因。引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性。此处可以引用近年来一些成功的传统文化创新成果案例，

如，河南电视台推出的《唐宫夜宴》、央视春晚演出的《只此青绿》

等广受好评的文化盛宴。

在讲述爱国情怀就植根于文化基因之中时，可以以历史中英

雄人物为例，如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讲述他们在国家危难

时刻的抉择与担当，并怎样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

不懈奋斗。

以热播电影《长津湖》为例，让学生感知为了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有多少英雄烈士血洒沙场，多少忠诚魂魄长眠他乡，他们

血肉之躯、铮铮铁骨铸起了一道捍卫家国的钢铁长城，诠释了什

么叫英雄气概、爱国赤诚。引导学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激发学生增强做中国人的自豪感、自信心。

这里重点要讲清楚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要讲清楚历史虚无

主义是何？为何？怎样认清他们藏在学术研究等背后的真面目，

引导学生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

（四）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

通过讨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还需要爱国主义吗？”，总结

出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命运是紧密联系，不

可分割的，弘扬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就应该正确处理好立足中国

与面向世界两者的关系。通过讲述，引导学生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增强国防意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让学生明确自己不带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国防建设的参与

者、见证者，每位青年都应该对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有着基本的

认识，并且自觉接受国防和军事方面训练，青年人能够积极了解

国防、关心国防建设、投身国防建设，积极自己的义务义务。最

后号召学生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把个人的行动融入推动国家发展、

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去，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民族的

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以一生的真情投入、

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践行爱国主义。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重点讲解，说明这一提法的由来和

我们国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的努力与实践。2015 年，

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维和峰会上宣布一系列支持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重大举措，包括在 5 年内开展 10 个扫雷援助项目。此后，

中国共开展了 24 个扫雷援助项目，提前超额兑现上述承诺。让学

生理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兼济天下、守信重诺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三、教学反思

综上来说，笔者在对第三章《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

进行了一个调整，用专题的模式让高职院校的学生更容易理解其

中的逻辑，每个主题用诗歌或散文进行导入，用富有情感与美感

的文学艺术形式引起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白居

易有言“动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乎声，莫深于义”，

意思是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情感先行，开始于言辞，贴近声音，

意义深远动人，强调了动之以情的重要性。乏味的说教和枯燥的

理论常常让人敬而远之，而文学语言和人文精神、审美情怀常常

更能打动人心。

如，给爱国主义对学生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爱国

一词本来就贯穿在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而若要让学生解

释一下爱国可能又无法解释清楚，而且高职院校的学生对时事政

治普遍不够关注，大多数学生更加的自由散漫没有集体主义的观

念，缺少爱国情怀的熏陶，有些学生对爱国的理解容易流于表面

流于形式，因此用文学唤醒情感，用情感引起注意，更有感染力，

更能拨动学生的心弦。

再如为了让学生认同“爱国怎样爱”，笔者引用了鲁迅先生

的经典名言“有一分光，发一分热”，让学生明白爱国并不难，

人人都能做，能力有大小别，爱国之心没有大小分。

《就是那一只蟋蟀》中那一只蟋蟀，从《诗经》中跳出，出

遥远的春秋战国跳来，从古跳到今吗，从四川跳到台北，牵动着

每个游子的思乡情，爱国情。诗歌的意象让学生深切地体会到中

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及国人情感的传递，对爱国就要尊重和传承

中华历史文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增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

和自豪感。

总之，将诗歌、散文、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精神融入思政课

教学当中，让思政课更具温度、更有感染性、更有说服力，是思

政课教师应该认真思考，深入探索的一个新的途径，讲好每节课，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也是思政课教学应该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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