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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课程思政实施背景下高职学生真善美培育
路径探究

毕子家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摘要：随着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的全面落实，课程思政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在新的教育环境下，高职语文教

学中应当以课程思政理念为基础，全面落实人文教育，一方面要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道德品质与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要培育学生拥

有真善美的心灵，以此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并未学生的未来发展夯实基础。本文即通过分析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人文教育中存在

的问题，进而提出人文教育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学生真善美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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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思政指导下，高职语文课程必须坚持以人文教育为主

旨，进而不断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具有宽泛的内涵与

意义，既指人的文明观与教养水平，也指其品德、行为以及思想

的高度品质，甚至可以理解为人类拥有的各类文化，比如语言、

饮食、文学、地理、风俗等等。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培育学生

的人文素养，就是要让学生从正确地角度理解不同文化，并由此

建立正确的三观与品格，形成真善美的道德品质。

一、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人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活动偏向理论性

在职业教育环境下，高职语文课程应当重点突出教学的实用

性与综合性，以此强化学生的素养基础与知识储备，并借助文学

作品的影响，对学生的情感、品格与价值观进行熏陶，使其建立

正确的审美情趣。但目前高职语文教学中体现出深刻性不足、理

论性过强的问题，教师往往依托课文内容进行内容讲解与主题思

想解读，而学生所学习和掌握的仅仅涉及表层的知识点，一方面

没有从情感层面建立共鸣，对于人文素养的把握较为浅薄，另一

方面学生对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素养未能深度挖掘，无法体验和感

受人文教育中的思想解放，也无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应用和落实。

（二）教学方法存在单一化

高职语文教学方法的单一化也是造成人文素养培育不足的重

要问题之一。兴趣是学生学习任何内容的基础与前提，而教师所

采用的教学方式缺乏变化，不够新颖，就必然使得学生的参与感

不强，学习积极性较弱。在当前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对于课程思

政理念的理解不深，对于人文教育的方法掌握也较少，由此使得

语文课程集中在阅读理解、文学鉴赏、写作分析等几个固定模块

之中，教师由此设计对应的教学方案，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呈

现出机械化特征，未能与此挖掘学生的个性化观点与思想，即影

响了学生积极学习语文课程的主动性，又限制了学生个性化解读

课文、不同视角分析文学作品的活动过程，由此使得课程失去了

人文教育属性，学生情感与作品内涵无法达成统一认知。

（三）轻视人文教育的意义

对于职业院校而言，职业教育是根本，由此使得多数教师与

学生更注重其专业课程，集中精力发展职业技能与专业知识，因

而对于语文课程以及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幅降低。其中人文教

育被轻视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语文教育的核心在于

改变和纠正学生的思想意识与人文观念，其教育意义体现在心灵

层面，这就使得一部分学生在人文教育中成长缓慢，无法短期收

获其带来了优势和效果，进而无法将更多精力用于人文教育之中。

第二，高职语文课程的评价与考核模式与其他课程相同，学生需

要通过卷面考试以获取分数，主要考查学生的背诵与记忆能力，

而对于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内涵考核不足，由此体现在教学活动之

中，便形成了以获取更高成绩的学习形式，人文教育自然被忽视。

（四）人文教育内容局限性

人文教育有着极其广阔的范畴，其既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又体现在文学、艺术等各种作品之中。但在高职语文课程

中，教师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对人文教育的内容有所局限化，

主要集中于课程中的文学作品之上，一方面未能由此扩展和联系

学生自身的生活与见闻，另一方面也没有对文学作品展现出的人

文性进行整合对比，进而使得学生对人文素养的理解存在片面性，

既无法获得深刻的感悟，也无法形成情感认同。

二、人文教育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学生真善美培育路径

在课程思政理念下，高职语文课程应当进一步挖掘和渗透人

文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学生的真善美心灵，让学生能够以更

高品质的人文素养走向未来，以此推动文明和谐社会的共同建设。

（一）求真务实：从细致化的教学活动中触动学生心灵

“真善美”是人文教育追求的根本目标，其中“真”既是真诚，

也是求真，就是要让学生以真诚真心待人，并在生活工作中求真

务实。而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浅显的语文课程只能改变学生的知

识基础，而细致化的挖掘才能触动学生真正的心灵，以此打造端

正的品格，展现出真诚之心与求真之理。

首先，应从文学作品人物分析入手，通过解剖其人物个性，

让学生品味其人格魅力。优秀的文学作品总能通过塑造典型的人

物形象，进而通过富有特色、形象鲜活的人物个性，从内心深处

感染读者的心灵与品格。对此，教师可以从文学作品人物的闪光

点入手，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的细节之中品读人文。例如在阅读

学习《锁忆》一文时，教师即可让学生品析“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并由此借助文学作品中的细节内容，

分析鲁迅先生所体现出的“横眉”与“俯首”行为，进而剖析其

伟大而朴实的形象特征，由此让学生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寻求真谛，

看到鲁迅对待世人的真诚，也能秉承求真务实的态度，进而从中

学习“真”的品质。

其次，应当从文学作品的人文内涵入手，通过引导学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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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题，由此实现对其三观的教育效果。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

便在于其往往能够展现出正向积极的导向作用，用深刻的内涵与

明确的主旨影响读者的情绪、情感与意识观念。例如在阅读学习

《我的母亲》这篇文学作品时，其课文的主旨在于彰显伟大的母爱，

并由此塑造了一个伟大、质朴却有平凡的母亲形象。但对于文学

作品的理解必须深入到实践之中，学生只有自主感受、细节对照、

联想实际，才能真正感受到文学作品触动心灵的真实感。一方面，

教师可以借助《烛光里的妈妈》《母亲》等音乐营造氛围，让学

生沉浸在母爱的情感萦绕之中；另一方面，教师则要让学生由浅

入深地分析课文，感受“走进母亲—认识母亲—升华母亲—歌颂

母亲—体恤母亲”的变迁过程，同时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回

忆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时光与事件，进而真正感受母爱的坚强、无

私与真挚。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才能体会到“真诚”对于爱

的意义，才能不断凝聚学生的品格，触动其心灵，达到水到渠成

的教育效果。

（二）上善若水：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中升华学生思维

“真善美”是人文教育落实的重要体现，其中“善”既是善良，

也是向善，就是要学生能够保持善良的心地，并在成长学习中不

断向善成长。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教学方法可以直接影响学生的

思维方式，只有与时俱进的理念、工具与策略辅助，才能让学生

透过思维看到“上善若水”的“道”，收获真理的慰藉。

首先，阅读与实践的结合，是学生真情触动的根本。以旁观

者的身份阅读，学生往往难以共情，但当学生代入角色阅读，却

很容易感受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进而结合实际展开思考，达成

人文素养培育的目的。因此教师需要努力寻求文学作品与学生生

活之间的联系，通过情感迁移的方式深化学生的感悟与启发。例

如在学习《幽径悲剧》这篇文学作品时，作者借助描写幽静藤萝

的毁灭过程，表现其自身痛心疾首的情感态度。其核心情感在于

警醒世人，批判与人性之恶是造成美好事物破坏的根本。而在此

基础上，教师即可为学生布置一项调研作业，通过实地观察了解

周边自然风貌、地理环境的变化现状，由此才能感受到藤萝的善

良与美好之心，才能与作者建立共情，并由此对环境保护的意义

提升一层理解，从人文与善良的角度获得新的理解。

其次，情境教学是语文课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其对于

氛围营造具有独到的功能与效果，可以有效调动和引导学生的情

感。在语文教学中，文字虽然有着一定的渲染性，但其表现力相

对较差，必须依赖学生自身的想象与身心投入从而达到情感调动

的效果。但情境画面却能给学生直观的触动和体验，让学生直接

感受到画面中的情感内涵。因此，教师需要在学生情感需要的时

机适当运用情境创建的技巧，通过多媒体呈现的画面而感动学生。

比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时，单纯通

过文字很难让学生真实感受海伦凯勒的善良与美好，更无法感受

其丢失听觉与视觉后对美好的追求信念。而在此基础上，教师即

可为学生播放电影《海伦凯勒》中的关键片段，通过影视画面让

学生直接感受海伦凯勒善良与美好的一面，进而让学生更直接地

融入其情感氛围，并由此建立同样对善良与美好的追求信念，形

成向善的美好人格。

（三）至善至美：从多角度挖掘人文素材的美感与内涵

“真善美”是人文教育内核的深度挖掘，其中“美”既是美好，

也是爱美，就是要让学生保有美好的心地与品格，并在生活工作

中表现出对健康审美的追求与爱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人文教

育所追求的至善至美同样体现在两方面，一要学生能够形成正确

的审美观念，二要学生能够追求人格、品质与心灵的美好。对于

语文课程而言，教师则可以借助人文素材中的美感与内涵达成教

育目标。

首先，汉字文化本身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处处体现着对美的

追求。汉字的造字原理、写字的笔画顺序都有着独特的文化体系，

而书法也成为汉字独有的艺术形式。因此在书法学习中，教师就

可以通过汉字文化透过的文化基础，引导学生建立向善向美的品

格。比如在学习不同的书法作品时，通过书法家的书法风格，就

可以让学生感受其正直端正的品质，或豪迈无畏的气概，或忧国

忧民的心思，这便是书法审美中展现出的人格品质与美好向往。

其次，诗词歌赋是我国极具文化特征的文学创作形式，其中

同样体现着对美好的追求与向往。一方面，诗词歌赋有着特殊的

文学格式要求，无论是韵调还是节奏，都展现出独特的文学美感，

是让学生感受文学形式美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诗词歌赋的内

容也是展现美好内涵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李白豪迈的情怀，还是

范仲淹的忧国之心，抑或者李清照的婉转悲歌，都透过诗词歌赋

等文学形式，将作者自身的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既是学生感

受美好的途径，也是其追求文学美的重要思路。

此外，文学作品往往并不独立存在，其已经与我国的文化内

核形成了直接关联，因而透过文学作品，还能体现出我国独有的

民俗美、风俗美与艺术美。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既要让学生了解

文学作品本身具备形式美与情感美，同时也要让学生理解其内涵

深处的文化美。在我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无论是传统曲艺还是

风俗习惯，无论是节日特色还是文化遗产，其本身便附有历史所

带来的厚重感与美感，而学生通过挖掘其中的美，不仅可以建立

历史认同情怀，还能成为民族情节与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承者，而

这是人文教育对美好追求的另一种解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高职语文课程必须全面

推进人文教育，并积极打造真善美的课程培育体系。针对当前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教师需要通过从细致化的教学活动中触动学生

心灵、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中升华学生思维、从多角度挖掘人文

素材的美感与内涵等策略手段，达成培育学生求真务实、上善若

水以及至善至美心灵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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