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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职语文教学中德育的有效渗透
潘海蓉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江苏 淮安 223002）

摘要：语文是中职教育阶段的基础学科，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水平和个人素养，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可以进一步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本文对中职语文教学中德育的有效渗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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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育是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让学生更加熟练地掌

握语言应用能力，并学习各方面的优秀文化，磨练自身的思想观念，

从而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并逐渐养成各项语文素养。而中

职德育教育是为了让学生找到自身的理想，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行，

为职业发展做好准备，使学生能够在步入社会后遵守法律规则，

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以强大的心理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挫折。因此

语文教学和德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为了提升学生的个人

素质，使学生成为德学兼优的好学生，并助力自身未来的人生成

长和职业发展。

一、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的意义和必要性

（一）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意义

中职学生处于成长的关键阶段，但自我认识依旧不足，无法

全面考虑自身的想法和行为，思想观念很容易受外界影响，这样

学生就很容易养成不好的习惯，甚至误入歧途。

在语文教学中开展德育教育可以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帮助

学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并掌握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从而为

学生日后发展打下基础。

语文教育和德育都属于人文教育，可以改造学生的观念，使

学生向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两者相结合有助于丰富语文教学

内容，从而充分发挥出语文学科的育人价值，让学生在学习语文

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能够具备优秀的思维品质。

这与中职教育的发展目标相吻合，在传统印象当中，中职教

育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技术型人才，但中职学生文化水平和个人

素质普遍不高，而为了满足国家发展需求，中职教育正在积极转型，

不光要培养出专业技能人才，还要让这些人才具备良好的道德水

平和优秀的思想观念，帮助学生谋求更好的人生发展。

（二）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学的必要性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和社

会对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光要求更符合产业发展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求良好的道德水平和正确的价值观念。

因此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也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培养学

生，使学生成为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这就需要语文教师

把握好语文教育和德育教育之间的关系，在学生思想发展的萌芽

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助力学生的未来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复杂，而技术的应用也将会更具

门槛，在落后技术和人员不断淘汰的过程中，学生如果能同时具

备高超的专业水平、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优秀的思想道德，势必会

从职场当中脱颖而出，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力，从而在面对时

代发展浪潮时能够更加从容，并不断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保障自身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二、中职语文教学中德育的有效渗透策略

（一）品读爱国主义文章，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

中职语文课程增加了很多关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爱国主义文章，能够让学生了解我国的革命历

史，学习革命英雄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展现出的爱国精神，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怀，从而使学生能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并未国家的

未来发展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些文章往往气势磅礴，形象生动，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在课

堂上进行朗读，并向学生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讲述革命英雄人

物的人生经历和革命事迹，从而在班级内部营造出浓厚的爱国气

氛。

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写读后感，让学生将自己对于革命英雄

人物和事迹的想法记录下来，分析自己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然后再由教师组织思想讨论会，让学生互相交换阅读自己所写的

文章，增强学生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全面理解。

我国自古就有爱国的传统文化，教师也可以发掘语文教材中

爱国诗词，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让学生树立起文化

自信，并在诗词当中体味我国传统的爱国文化，学习其中的人物

事迹和精神传统。

（二）引入道德事迹教学，加强学生的道德理解

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正是有无数中国人的辛勤劳动，才

将祖国建设得如此美丽。在学生身边就存在很多的劳动者，他们

不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共当中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为更

好完成工作而不断精益求精，还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在陌

生人遇到困难时会及时伸出援手，遇到他人从事不到的行为时也

会及时劝阻。

语文教师在教授关于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的文章时，可以开

展道德事迹教学，引导学生了解更多的道德人物，并学习他们身

上的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和社会公德，增进学生对道德要求的具

体理解，并将其作为自己日后步入社会时的守则，这样才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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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想，让学生以道德楷模为学习对象，在现实当中实践自身

的道德理念。

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发掘身边的道德模范，鼓励学生对他们进

行采访或访谈，邀请他们来到学校里演讲，让学生能够近距离接

触到模范人物，并了解他们的事迹。

教师也应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的言行，高质量地完成教学工

作，并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当中的问题，为学生树立起

道德榜样。这样不光会对学生形成鼓励，还能丰富语文教学内容，

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

（三）开展每日打卡活动，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

中职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部分学生比较叛逆，在校期

间很容易打破学校规定，或无法严格遵守课堂纪律，这说明学生

没有养成良好的纪律意识，不光影响教学活动的正常展开，也会

影响学生的成绩。

遵守学校规范和课堂纪律也是德育的重要内容，语文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将精力放在学习上，鼓励学生遵守学校

的规章制度，并按时上下课，从而杜绝迟到早退或逃课现象。

为了避免激起学生的叛逆心理，教师可以采用活动或游戏的

形式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比如开展每日打卡活动，教师在上课

前准备好一定数量的糖果和柠檬，具体数量根据学生数量决定，

每天在上课前准时打卡的学生可以获得一枚糖果，而迟到的学生

则会获得一瓣柠檬，学生获得糖果和柠檬后要在下课前吃完。

这样打卡活动就会充满趣味性，并配有完善的奖惩措施，从

而鼓励学生准时上课，并认真遵守课堂纪律，增强学生的纪律意识。

这样学生不光会逐渐遵守课堂纪律，还会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如今我国是法治大国，所有人都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并应履

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学生只有遵守法律，才能正常开展工作和

学习，而学生一旦养成规则意识，就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打破法

律界限，从而避免学生误入歧途，使学生成为守法的好公民，并

将精力放在人生和职业发展上。

（四）设定个体学习目标，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理想

想象体现了个人的追求和发展方向，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理

想，才能朝着正确的道路努力前进。中职学生构成比较复杂，大

部分都是因为中考成绩较差，没能进入心仪的高中学校，或是本

身并不喜欢中学教育，而主动选择读中职，再加上年龄普遍较小，

对未来的生活和职业发展没有太多思考，这就会导致学生没有清

晰的学习目标和个人理想，在接受中职教育时往往怀着被动学习

的心理和情绪，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中职语文

教师可以通过帮助学生设定合适的个人学习目标，使学生找到正

确的个人理想。

在设定学习目标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水平，

让学生分别设定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学习。

教师也应采取完善的量化考核体系，让学生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

进步，从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能够体验到完成目标的满

足感和成就感，使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到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

习中。

教师还可以了解学生对于未来的想法，鼓励学生积极寻找个

人理想，并未实现理想而不懈奋斗，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帮助学

生将理想分解为数个具体目标，让学生通过完成一个个小目标来

实现最终的理想。这样不光激发了学生对于个人理想的思考，还

向学生提供了实现理想的正确方法，减轻了学生实现理想的压力。

（五）创设挫折教育情境，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人生成长过程中难免遇到挫折和磨难，这既是考验，也是提

升的契机。大部分中职学生都在学习当中收到过挫折，部分学生

甚至还在学校生活或家庭生活当中遇到过挫折，这对学生心理健

康发展十分不利。

语文教师应多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帮助学生走出挫折的影

响，从而更加积极地面对未来生活。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大家都曾

受到过巨大的挫折，比如我国文学家史铁生，在身体残疾的情况

下依旧笔耕不辍，从而写出了《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优秀

的文学作品，激励了很多的中国年轻人。

尽管学生无法亲身感受史铁生经历的挫折，但教师可以结合

语文教材内容，在班级内创建挫折教育情境，比如让学生在不借

助课桌的情况下坐在凳子上写作业，模拟感受史铁生的写作过程，

让学生感受到他写作的艰难，并想象如果面对同样的挫折，自己

能否像史铁生一样坚持下来。

通过进行类似的挫折教育，学生将会对人生可能经历的挫折

产生大致了解，从而逐渐正视挫折，并勇敢地面对挫折。这样不

光可以加深学生课文的理解，还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使学生能够更加坦然的面对人生变化，减轻学生在面对挫折和困

难时受到的心理创伤，从而帮助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三、结语

语文学科具有很多的德育元素，中职语文教师应积极挖掘，

通过品读爱国主义文章、引入道德事迹教学、开展每日打卡活动、

设定个体学习目标、创设挫折教育情境等创新教学形式和教学内

容，将德育元素渗透进语文教学当中，使学生具备了良好的思想

道德观念，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增强了学生的爱国情感，培养

了学生的纪律意识，帮助学生找到了个人理想，使学生为实现理

想而不断奋斗，并坦然面对人生中的挫折和困难，促进了学生身

心的健康成长，助力了学生未来的人生成长和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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