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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高校预科国语教学
田　勇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高职院校预科国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为提升我国边远贫困地区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发

展人才设置的特殊性办学层次。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后备性和过渡性等特点。高职院校预科国语教学的的培养目标在于：加强对学生的

思想道德素质教学，提升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促进学生在成长道路上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学生今后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奠定坚实基础。从预科阶段的教育性质和培养目标等方向上看，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引导学生认知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使学

生养成全面的文化核心素养。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在高校预科国语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课程的实际意义和相关策略，以期能够提升高

职院校预科国语教学质量，为促进预科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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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思潮影响着青少年一代。

少数民族预科生由于成长环境相对闭塞，对于世界的认知更处于

一种较懵懂的状态。当他们走出家乡，步入新的学习环境中时，

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多元。

此时，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冲击着学生原本的三

观，影响着他们看世界和生活的方式，也影响着他们的为人处世。

在三观没有彻底形成之前，来自外界的多种诱惑非常容易将学生

带入歧途。

健康的三观的培养，对学生融入新的学习环境及今后融入社

会发展和选择就业方向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将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课堂教学，将其作为国语课程的重要立足点，能够有效解决这

一问题。

教师可以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内涵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

强化学生的道德修养，丰富学生的人文情怀，开阔学生的视野胸怀。

让优秀的文化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帮助预科生树立健康的三观。

一、高职院校预科阶段国家通用语教学里融入优秀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的永续发展需要优秀文化的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精神相契合的。

而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往往忽视了我国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沉淀出

的思想政治内涵也能为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注入崭新的活力。

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直观体现在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中，

帮助预科生明确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树立远大的人生抱负，促

进社会稳定和长久发展。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因此我们的青年也必须是全面、多维度发展的。让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思政育人理念进入课堂，能够有效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包括经典的国学文化思想教育内容，

还代表着相关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文化、人文文化等各类优质

教育资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映射，也利于预科生形成对社会正

确的认知，以及对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的深入探知。

促进少数民族预科生全方面发展的必经之路是要把中华传统

文化与思政育人理念相结合，以此为着力点提升学生的认同感和

认知，促进学生的全方位成长、全方面发展。

这也要求教师在高职院校预科国语教学中引导学生形成良好

的传统文化精神，激发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二）国家通用语教学中目标和要求需要呈现优秀文化的传

承

在少数民族预科国语教学中，传统文化教学是其中的重要部

分。所以，任课教师要在授课过程中加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对学生的人文情怀的养成有很大利处，也与国语教学目标一致。

因此，在高职院校预科阶段的国语课程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担起

责任，带领学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教育课程标准中明确要求：教师教学要契合时代对人才的发

展需求，在教材资源的研读中进行拓展延伸，让学生在课程资源

的开发中强化综合素质。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立足点及抓手，教

师可以在教材研读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拓展，让预科生在感受人文

思想、风俗传统、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等资源创新中正确认识和

理解传承千年的文化精髓，并学会在个人塑造过程中进行自我教

育，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自我精神改造。

（三）学生人格品格的塑成需要优秀文化的传承

在高职院校的国语课程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学生进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生可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预科

学生正处在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的重要阶段，教师在这一阶段的

传统文化教育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语教师应该帮助预科生形成对人类自觉规范共同生活，秩

序的基本价值法则的认知，在成长过程中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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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良好的社会行为准则。

二、高职院校预科阶段国家通用语教学里融入优秀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相关策略

（一）在课程资源中融入传统文化，赋予思政新力量

课程资源作为教师实施课程中必要而直接的前提条件，无论

是对学生的整体素质培养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质量都有着一定的影

响，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在课程思政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教师可以从课程资源的拓展入手，通过素材资源探索赋予思政教

学新力量。

例如，在语文课程中，经常会讲到爱国精神、理想信念、人

生价值观等，在此可以适当引入古贤、英雄人物的事迹作为教学

素材，既拓展了预科生的知识，又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精神

内核，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人格。

但由于当今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与古代先贤所处的时代有

很大的不同，社会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为实现学生

家国精神和品格的培养，教师必须注重传统与时代的统一，注重

方法和路径的选择。

（二）结合课堂实际，创新传统文化教学手段

目前，在高职院校预科教学的课堂中，传统教学方法仍然占

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受疫情影响，教师讲授仍是普遍现象。国家

通用语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不仅关系到预科阶段和专业学习，

更是影响其参与社会工作、生活的重要技能。背诵词汇、课文确

实能帮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语水平，但是如果只用“背诵”

这样单一的方式，会降低学习效率，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出现逃学现象。

学生面对手机网络的诱惑很容易沉溺其中，越来越多的学生

不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因此，创新教学方式十分迫切，要把

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同时，由于少数民族预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方式及生

活环境影响，导致学生与中华传统文化接触的频率较低，对其知

之甚少。

而在预科阶段，扎实学生的中华文化知识基础，使学生对同

根同源的中华文化产生自主探究的意识，并能深入挖掘其中蕴含

的丰富内涵，就需要教师们在教学方式上创新。

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学方式，让中华文化能抓住学

生的心，深入学生的内心，同时也使课程思政与中华文化的融合

变得易于学生接受与理解。

疫情期间大规模长时间的线上教学，为老师们打开了教学新

模式，同时也为线上线下教学结合提供了新的借鉴。利用学习平

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课程思政进行有机融合，形成多样教学

模式，助推教学模式创新，实现教学发展。

教师可以借助线上教学平台作为教学辅助，整合网络资源，

将优质的文化资源上传至平台，并结合思政点，让学生完成预习

或课后作业。

在课堂上，也可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发布文化与思政融合的相

关任务，让学生能全部参与其中，即时上传，教师也能通过线上

平台更实时有效地掌握学生的完成情况和理解情况。通过线上线

下教学的结合，形成有效互补。

（三）在生活经验中提升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教学新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生活的

剪影，是风俗文化的延伸，是社会发展的载体。为实现预科生良

好道德品质的培养，实现思政教学新路径的开发，使中华传统文

化在课程思政中得到有机落实，教师可以以生活经验为教学辅助，

在生活素材探索中提升人文文化价值，让学生在课堂参与中培养

健康的生活观，从而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完善和提升。

例如，在涉及“做事态度”这一教学内容时，教师就可结合

自己的工作实例，结合中国传统手工艺中匠人们完成一件作品时

孜孜不倦、千锤百炼的精神，让学生理解，做什么事都需要一丝

不苟、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而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依旧符合

时代发展潮流。这样既可以贴近学生生活，又可以帮助学生树立

健康的三观，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

三、结语

为了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通用语教学的融合，

让少数民族预科生在高职预科阶段锻炼过硬的道德品质，教师要

提炼出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资源，更要结合现实做到古为今用，

与教学内容相融合，真正让学生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成

为真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载体，在课程教学中实现文化的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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