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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养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吴　敏

（肇庆理工中等职业学校，广东 肇庆 526020）

摘要：伴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生本”“应用为本”的理念受到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培养综合、整体发展的应用型技能人才

成为现代教育的重点研究内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促进中职学生多元素养的发展，语文教师需要转变自身固有的教学理念，以

学科教学为载体，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发展他们的人文素养，促使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发展、满足岗位需求的现代化高素质人才。

于此，本文就人文素养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渗透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看法，以期提升教学实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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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职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重视

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社会建设的发展，使得中职生身兼重任，

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他们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同时

也需要有正确价值认知，力争成为为社会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同时，中职学生正值青春发育期，这一阶段的他们认知还不成熟，

语文教师有意识地在教学中渗透人文素养，有利于树立学生正确

的价值理念，帮助他们铺好成长之路，并有力推动中职语文教学

的发展，为之后教学进一步革新做好充分保障。

一、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人文素养的重要性

（一）丰富语文教学内涵

在一些学生固有的认知里，语文教学无非是背诵、写作、

阅读，而将人文素养融入其中，能够丰富语文学科内涵，帮助

教师构建更为有效的教学课堂。在传统教育支持下的语文教学

中，教师为了提升教学进度，会重视各类基础知识、重点难点

的讲解，这一过程忽视了学生的价值认知培养，教学过程相对

枯燥，学生也难以提起学习兴趣。语文教材中涵盖了大量的人

文知识，通过这些内容的挖掘，教学内容以及内涵进一步丰富，

教师会引导学生深入这些内容，学生也会在兴趣的支持下主动

进行学习，从而将正确的价值理念内化于心。同时，为了帮助

学生深入教学内容，并进一步达到新课程下的教学目标，语文

教师会重视全新教学方式的引入，运用这些教学方法打造良好

学习空间，督促学生尽快进入文化知识学习状态，语文教学的

内涵进一步丰富。

（二）顺应教育时代的发展

伴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学生人文精神、素质、正确价

值认知的培养成为现代教学的重点内容。对中职语文教学来讲，

教师需要围绕新大纲的要求，针对学生多元能力的培养，开展有

效的教学活动，从而顺应教育时代发展，使学生在接受基础知识

的过程中，树立良好价值认知。与此同时，现代教育呼吁广大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主体性，而人文素养的教育内容的引

入，可以督促学生主动进行学习，并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学习，

他们也成为了教育主体，语文教学效果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多元

能力培养目标也得以实现。

二、人文素养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对策

（一）深入教材，挖掘人文元素

基于全新的教育背景，中职语文教师为了实现全新的教学目

标，并推动语文教学发展，在转变自身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需要

深入教材，找寻其中涵盖的人文元素。结合多数学校选择的教材

来看，在中职语文教材中涵盖了大量的人文素养元素，其中不仅

有名言美篇章的鉴赏，同时也包括各类文章体裁中的人物精神、

价值观念引导等，这些内容都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素养以及理

念的关键所在。为此，语文教师需要转变自身固有的育人理念，

重视人文元素的挖掘，引导学生借助赏析、分析的方法深刻体会

其中内涵，借此来达到新时期的教学目标。

例如，笔者通过群文比较的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

素养教育。《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是中职语文教材中的内容，

此诗的主要写作背景以及内容是陶渊明任官十余载，最终退隐

归园，作者品格与政治之间的对立注定了他终老归园。为了让

学生更好地理解诗中内容，使其体会作者流露出的如释重负的

心情，笔者首先让学生了解陶渊明的身世背景，使其了解作者

归园的关键原因，确保之后人文素质渗透活动的开展。其次，

笔者引导学生进行朗读，并引导学生在朗读过程中做到音正腔

圆、语调得体，从而激发学生的感知，促使他们体会其中所蕴

含的感情。之后，笔者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即怎样理解“归”？

从何而归？原因为何？归向何处？围绕问题笔者让学生进行讨

论，并说一说陶渊明诗的特点。最后，引出另一隐居诗《山居

秋暝》，让学生思考两诗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并引导学生

体会本诗作者开阔的心理境界，随后笔者将现实与诗进行对比，

鼓励学生在遇到困难时需要像两位作者一样，多多思考，尝试

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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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助情境构建渗透人文素养

中职语文教师在渗透人文素养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达到

教学效果，教师需要重视教学方式的创新，通过构建良好的教

学环境，帮助学生深入学习内容，体会其中的人文内涵。笔者

认为，为了搭建优良的教学平台，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

微课、信息技术等教学方式，进而简化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趣

味性。基于全新的教育背景，信息技术与教学课堂的融合逐渐

成为教育改革的重点，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达到人文素养教育

目标，同时也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改善以往的教学现状。

为此，中职语文教师要革除自身固有的教学理念，重视此种有

效的教学方式的运用，使其辅助人文素养的渗透，进而更好地

达到教学目标，

例如，笔者在教学《离太阳最近的树》一文时，借助信息

技术构建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并在这一过程中渗透人文素养。

本文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借助比较的方式，深入体会文章中蕴

藏的真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情感，并理解文章可以融叙事以及

写作于一体的写作特征，围绕这一内容，笔者从以下几点入手

打造优良教学课堂。第一，在导入环节，笔者为学生播放了相

关的动画、视频，让学生了解红柳这一植物，并欣赏青藏高原

美丽的景色。随后，笔者让学生回答题目的亮点何在？有什么

好处？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第二，组织学生深入文章，尝试

赏析佳句。笔者让学生自行阅读文章，总结出本文的写作结构

以及主要方法，并找出其中描写红柳精神、形象的句子，分析

这些句子所采用的写作方法，体会作者流露的情感内涵。之后，

笔者总结了学生的分析情况，为学生讲解本文的深刻内涵：同

学们，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红柳进行描写，充分展现了红柳

顽强的生命力，为我们描绘出红柳傲然不屈的形象，让我们感

知到作者对生命的赞颂。第三，引导学生找出文章中叙述红柳

事件的语句，借助这些内容塑造学生人格。学生需要以合作的

方式找出相关内容，在这之后，笔者让学生回答以下问题：如

何看待文章中“我”与司务长的对话？如何看待司务长的“账”？

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引导学生深入教学内容，同时也可

以树立他们正确的价值理念。

（三）借助实践活动，发扬人文素养

职业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以及相关岗位培养面向社会岗

位的人才，语文教师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投身岗位，有必要在教

学中弘扬人文思想，开展与之相关的实践活动。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语文教师应侧重学生人文兴趣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围绕专业特

点以及职业教育特征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

例如，在《论语》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与诚信相关的内

容，激励学生在日后发展以及实际工作中做到诚实守信，时刻遵

守相关工作标准完成工作、与他人诚信交流等，帮助学生获得成

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可以为学生讲解与诚信相关的真实案例，

并围绕这一教学内容让学生进行写作，通过这一教学活动引导学

生从多方面进行理解与感悟。再如，教师在讲到与传统文化相关

的内容时，可以开展以“传统文化传承”为主题的教学活动，引

导学生从活动规划、活动组织、活动开展等几个环节自主开展班

级活动，切实提升学生的组织能力，并引导学生掌握我国更多的

传统文化，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素养，能够

丰富中职语文教学内涵，促使学生多元能力的发展。基于此，在

全新的教育背景下，中职语文教师需要转变自身固有的教学理念，

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并借助有效的教学方法，开展良好教

学活动，进而提升教学效果，有力推动教学发展。这样，学生会

在丰富教学内容以及良好教学方式的引导下主动加入学习过程，

他们不仅可以深入掌握知识，同时也可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新时期的教学目标进一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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