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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路径探析
王　晶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家国情怀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思想感情之一，语文课程是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渠道之一，因此在语文课程中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是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当前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包含了家国层面的内容，可见家国情怀培养工作在语

文课程教学中非常重要。本文分析了家国情怀在高职语文课程教学中的培养路径，希望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起重视家庭、热爱祖国、忠于

祖国、保护祖国的强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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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不断发展，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素质教育不

光关注智力教育，也关注情感教育。家国情怀指人们对祖国的认

同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是激励民族团结和奋斗的精神力量。

家国情怀内涵丰富，可提高公民责任意识、建设幸福美满家庭、

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等，培养家国情怀是价值观培养工作的

重要内容。家国情怀的形成具有一定规律性，教师需要探索其规律，

研究有效的教育方法。

一、高职语文教学中培养家国情怀的必要性

（一）是课程标准的内在要求

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对学生学

好其他学科、今后工作和继续学习，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

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都有重要意义。”教学目标指出：

“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热

爱祖国语文的情感，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努力开

拓学生的视野，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和审

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健全人格。”“爱祖

国”“爱语言”是语文课程教学的内在要求。千百年来，在祖国

大地上，家国情怀不断滋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无数的经

典文学作品进行祭奠和传承，表达作者对于国家最深厚、最赤诚、

最炙热的情感。家国情怀与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相互

渗透，家族情怀通过民族语言表现出来，而民族语言又通过家国

情怀进一步彰显力量，谱写出一篇篇壮丽的诗篇。

（二）是语文学科性质的内在体现

语言文字和诗篇经典呈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

体现了古代文人的深耕钻研，语文教育学生解读本民族语言文字

形成的经典文学作品。语文课程大纲中提出“要从语文学科的特

点出发，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思想认识，陶冶道德情操，

培养审美情趣。”要求课堂教学模式、课堂教学内容的新常态具

体到语文学科，把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的熏

陶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语文有其独特性，在

语文学科教育中渗透家国情怀，就是引导学生在文章辞赋中感受

其中对家国的爱，在品味语言文字时感受家国情怀的熏陶。家国

情怀教育是一种“润物细无声，随文潜入心”的教育，与语文课

程结合，使得其不显得牵强附会，而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持

续对学生进行影响。

二、高职语文课程中家国情怀的体现

（一）位卑未敢忘忧国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唇齿相依。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精神世界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深深烙刻。文人墨客借诗词悲叹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在诗词中寄

寓了自己的家国情怀；在抒发自己内心忧虑的同时，表达了对国

家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与关怀。比如杜甫的诗篇中写满了离家万里、

常年飘零、年华垂暮、孤独无友和百病缠身之苦，但是他在抒发

自己所经历的身世之苦的同时，又对家国充满无限悲悯，由自己

人生的艰难联系到国家命运的艰难，进而使得他的诗歌充满力量

感。正如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处于困境之中，仍不忘国家的命运，由忧己到忧国，正是个人胸怀、

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的体现。

（二）舍身救国护山河

爱国并不是一句空空的口号，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过程

中，无数仁人志士枉顾自身安危救国家于危难。国难当前，一些

文人先贤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舍身救国，留下了千古佳话。

文天祥被俘后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壮

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著名爱国将领岳飞的誓言；《国

殇》中提及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的阵亡将士……生逢乱世的他们在国家危难之

际，挺身而出，誓死报国。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又

一代中华儿女。教师要充分利用语文教材中浸润了家国情怀的诗

词，这对于滋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意义。

三、家国情怀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渗透路径

（一）利用教材中的经典作品，感受作品中传递的伟大情怀

语文教材中整理了我国几千年来流传下的经典传统文学作品，

其中大量名篇中都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阅读

这些文学作品，作者能被作者的情感所感染，家国情怀油然而生。

因为传统文学作品与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技巧、表现手法有一定

区别，因此不少学生在阅读和理解传统文学作品方面存在一定困

难，无法理解文章的内涵和思想，这导致学生难以被文章所打动，

进而也难以陶冶情操。为了避免上述问题产生，教师可以适当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动静结合、音画结合的方式为学生讲解传

统文学作品，加深学生的理解，更进一步熏陶学生的情感。

例如，教材中收录的《登楼赋》《桂枝香·金陵怀古》等经

典文学名篇中都体现了浓浓的家国情怀。《桂枝香·金陵怀古》

这篇文章，上阕写作者登临金陵故都之所见，描写了金陵城仓阔

的景色，下阕作者以“念”字做转，今非昔比，将历史与现实对

比，表达作者内心对朝政的担忧与对国家政事的关心。六朝旧事

如流水一般消逝，只留下眼前衰飒的景色，作者叹息统治者的醉

生梦死导致亡国的靡靡之音充斥金陵城。王安石等人寻求突破“词

为艳科”的藩篱，在诗词作品中言志，立意高远，作品中赤城的

忧国忧民之心拳拳涌动。在分析此文章时，抓住关键点，用作品

中的家国情怀来感染学生，是在语文课程中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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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途径。

（二）解读历史人物的家国故事，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

让学生了解民族历史，增强学生的民族情感，使学生在意识

深处认同本民族、热爱本民族。这也是家国情怀的培养策略之一。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身上充满了“大国气息”，这种大国气息使学

生油然升起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知人论世是语文

课程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知其人、论其世，深入剖析历

史人物的精神世界，感受其身上体现的家国情怀。作者的人生经

历中潜藏着作者的思想。因而，了解作者的家国情怀，应走进他

们的真实生活。时代不同，家国情怀的表达方式亦会有所不同。

今天的学生们热衷追星，将不少明星偶像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而语文课程介绍了不少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引导学生从历史人

物中寻找偶像，与千年前的古人对话，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历史人物身上最内核的品质，从历史

人物的事迹中分析其思想情感，缩小学生与历史人物的空间距离，

开展跨越千年的对话，与历史人物进行思想共振，感受他们身上

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

例如，当提到“精忠报国”四字，学生们就能想到南宋时期

的抗金名将、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书法家、诗人岳飞。

分析历史人物身上体现出的大义凛然精神。例如，岳飞从 20 岁起

先后 4 次从军，从这件岳飞身上这些令人震撼的成长经历中，学

生们逐渐理解岳飞的情感和思想——以国家大义为重，当国家需

要自己，他便会义无反顾地披上戎装、冲向战场，即使前方生死

未卜，他也能毫不畏惧地面对，显然这是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

从历史人物中挖掘偶像，学习他们身上鲜明的家国情怀，对于学

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举办家国主题学习活动，积淀校园文化

在家国情怀教育方面，教师可以探索更丰富的教学方法——

主题学习活动，基于“家国情怀”这一主题，组织阅读、写作、朗读、

演讲等活动，围绕主题构建一种开放式教学模式，增强家国情怀

的深度、广度、温度，实现主题意义。经典诵读、语文沙龙等活

动都可以向学生宣传家国情怀，使得家国情怀培养活动体系化、

序列化。

例如，语文课程教师可以联合学校其他部门举办一次大型的

征文比赛：“厚植家国情怀，锻造时代新人”，征文的核心主题

即为家国情怀。写作是学生表达自己内在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

帮学生阅读了大量饱含家国情怀的文学作品后，教师精心设计家

国情怀外化环节，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自己对家国情怀的认识，结

合自己的真实体验，书写家国情怀，使得学生进一步强化家国情怀，

使得学生获得相对深刻的情感体悟。在写作时，教师可以从修辞、

题目、开头、结尾等写作方法入手给予学生一些指导，引导学生

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打造良好的家国情怀教育氛围。征文比赛

结束后，对于优秀的文章进行展示，进一步弘扬家国情怀。这样

既能够鲜明地展现高职学校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生活，又可以融

入学生对家国的思考，彰显乐观积极的精神价值。有了明确要求

的指引，学生在思考时会更具方向性。学生们在文章中，一定会

回顾自己的成长轨迹，从中提炼出家国情怀的有效素材。这一过

程也是对家国情怀进行剖析的解读过程，所以能够大大增加他们

对家国情怀的理解与感悟。

除了举办现代文的写作活动，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们尝试诗

词创作，根据一些诗词的规律，通过仿形、仿意和仿技巧，借鉴

诗词的写作手法，在“走进文本—脱离文本—回归文本”的过程中，

提升欣赏和表达能力，落实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这样既能

让学生发现学习语文的乐趣，又能让学生通过仿写进一步体会诗

词的美，让学生借助诗词交流和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增强驾驭

文字的能力，提到参与感和成就感。

（四）组织志愿性质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值得歌颂的崇高话题，从文人志

士到贩夫走卒，从一国领袖到寻常百姓，人人都在谈论家国。家

与国密不可分，国的命运关系到每一个家的命运，在语文教学中

融入家国情怀教育，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的发展、关注时事政治，

对国家发展、对家庭命运、对个人发展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家

国情怀的形成过程是思想和情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

从旧质到新质的矛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情、意、行相互

作用，共同影响。实践是学生强化家国情怀的最后过程，近年来

教育部门不断强调实践教育，而实践教育也是家国情怀教育的重

要方法之一。社会实践教育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中去，通过具

体的实践感悟认识道理。通过实践教育可以实现树德、增智、强体、

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参加服务型劳动可以使学生在劳动中感受

其价值，承担其责任担当，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精神品质，最终

实现自我升华。教师要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家国教育体系，开展

广泛的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实践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从而更好

地“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例如，教师可以拓展语文课程内容，在课上引导学生讨论有

关教育扶贫、科技兴农、生态环保等的热门话题，让学生拓展眼

界，关注整个国家的命运，改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

贤书”的现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组织志愿者活动，

比如去烈士陵园扫墓、考察当地的一些红色经典，以“家国情怀”

为圆心向外扩散，让学生了解“红色经典”。

四、小结

自古以来，儒家最推崇的就是家国情怀，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

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救国救民实践工作。家国情怀根植于精神沃

土，而精神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民族成长、繁盛的根

基。家国情怀激励我们度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激励我们

取得抗战胜利，建设新中国。在今天实现强国梦的历程中，家国

情怀亦发挥着重要功能，激励奋斗者为祖国建功业、为人民谋幸

福。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家国情怀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激励他们

努力奋进，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高职语文教育应该

关注家国情怀，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探索家国情怀的形成规律，

推动高职教育进步，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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