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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大学语文教学中课程思政理念的渗透
邹雪梅

（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阿勒泰 836500）

摘要：在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要求下，各阶段各学科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加强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的落实。

大学阶段语文教学自然也不例外，教师也需要在教学中加强课程思政理念的渗透，以此加强对大学生良好人格和正确三观的培养。笔者

通过对课程思政理念基本内涵的研究与分析，发现了现阶段大学语文教学中课程思政理念渗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渗透策略，

希望有助于大学语文教学中课程思政理念的顺利渗透。

关键词：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渗透策略

课程思政理念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不单单符合教育事

业改革的要求，同时还有助于大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品质和正确三

观的形成。为此，大学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一定

要深入地反思，以此发现课程思政理念在其中渗透存在的不足之

处，并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策略的实施，不断地优化和完善大学

语文教学课堂，以此便于课程思政理念的顺利渗透。

一、课程思政理念基本内涵

课程思政就是在各学科教学中融入有关思想政治方面的因素，

任课教师自身必须拥有正确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教学中加强

立德树人根本教学任务的落实，力争成为党政的支持者和传播者，

深入地挖掘学科教学中的思政元素。在学科教师中渗透课程思政

理念时，必须准确地把握教学的时机，合理地选择课程思政的渗

透点，利用“课中课”的方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教学效果。

大学语文学科教学自身就属于一门人文学科，其中蕴含有很

多有关思政方面的因素，然而在教学中如何渗透课程思政理念，

充分体现出语文教学中的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

这时现如今大学语文教师需要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此，教师在开展大学语文教学时，需要以大学生的实际情

况主要出发点，将教学内容作为主要依据，将课程思政理念贯穿

到语文教学的始末，提高语文学科教学的德育性和人文性。

二、现阶段大学语文教学中课程思政理念渗透存在的问题

（一）语文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理念相脱离

大学语文学科中的知识内容均和实际生活密切的相关，因此，

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一定要充分体现大学语文教学的生活性，

以便拉近该门学科知识与大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大学生由被动学

习转变成主动学习，从而达到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然而，部分

大学语文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活动时，存在着明显的语文教学内

容与课程思政理念相脱离的情况，并未站在综合的角度全面的分

析大学生的实际需求，致使大学生在语文教学中产生的课程思政

感悟明显不足。并且在设计教学内容时，未能够进行合理的延伸，

忽略了生活化实例的应用，在教学课堂上仅仅是对教材中的内容

进行了详细讲解，并未从情感的角度对大学生做出相应的引导，

忽视了对大学生情感态度的引导，语文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理念

相脱离。

（二）缺乏对课程思政理念渗透重要性的全面认识

据相关调查显示，在当前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明显的教学内

容与课程思政理念相互脱离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该问题，就是

因为缺乏对课程思政理念渗透重要性的全面认识。在开展教学活

动的过程中，将理论知识的讲解作为了教学的重心，而对大学生

思想道德观念培养较为薄弱，课程思政理念在其中的渗透基本流

于形式，内容十分的匮乏，忽视了对大学生情感的培养，这对学

生良好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十分的不利。

（三）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

现阶段大学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通常会将重心放在培养大学

生综合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以此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应对日后

毕业时具备较强的就业与创业能力。据了解，一些教师在开展大

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并未充分突显语文学科的人文特色，过于

重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在设计教

学目标时，经常出现课程思政理念融入不够到位的情况。

三、课程思政理念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的主要途径

（一）加强对大学生爱人情怀的培养

教师若想将课程思政理念顺利地渗透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在

课堂教学导入环节，则需要将时事新闻导入其中。例如：大学语

文教师可以将粥铺为环卫工人免费提供热粥和女童被害的时事新

闻作为课堂导入环节的内容。通过两个具有极大反差的时事新闻

引发大学生的思考。这时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在当今社会儒家的“仁

爱”思想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经过大学生的深入思考和激烈的

讨论后，教师可以为其详细地介绍孔子，以此进一步深化大学生

对“仁爱”的理解，接着，教师将《樊迟、仲弓问仁》引入。通

过时事新闻方式设计课堂导入环节，很容易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

可以迅速地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教学课堂上，并且很容易引发大学

生的深入思考。通过该方式渗透课程思政理念，大学生在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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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激烈的讨论中，信念会变得更加的坚定，并且能够清晰地

辨别是非对错，建立起正确的三观，加强对大学生爱人情怀的培养。

（二）优化大学语文教学的目标

大学语文教师在优化教学目标时，应该根据大学生的身心特

点进行优化，并在其中融入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以此更好地满足

现如今教育事业改革对大学语文教学提出的新要求。第一，在新

课改的引领下，及时地革新以往陈旧的教学理念，通过创新思维

的树立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学内容为基础设置教学目标，

充分体现语文学科的思政教育功能，从而更加顺利地渗透课程思

政理念。第二，注重加强对语文课程教学体系的完善，将大学生

的全面发展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系统化的语文知识体系

中具有层次性地渗透课程思政理念，以此在深化大学生对语文知

识理解的同时，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第三，语文教学中课程

思政理念的有效渗透，教师需要认识对于整体大学生来说，其不

管是性格特点，还是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等均不尽相同，根据大

学生的不同个性和实际情况划分成不同的层次，并以大学生为中

心深入地挖掘其发展的潜能。例如：教师在设置教学目标时，可

以将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行为的培养以及正确价值观的教育融

入其中，明确教学目标，精心地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三）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渗透课程思政理念

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即将离开校园，步入社会，不再接受学

校的系统化教育，所以这时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和三观的形成十

分的关键，同时也使学生可以发展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关键。随

着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一定要认识到为大学生营

造一个愉悦、轻松课堂教学氛围的重要性。力争通过丰富多样的

方式实现课程思政理念的顺利渗透。例如：大学语文教师在讲有

关古诗文教学时，可以利用跨学科融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首先，

教师可以引导大学生逐句地鉴赏古诗词，随后引导大学生闭上眼

睛，教师可以将一段优美的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并有感情地为大

学生朗读这一古诗词，引导大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头

脑中构建一幅画面。随后教师可以让大学生将头脑中的画面绘画

出来，以此在深化大学生对古诗词理解的同时，增强大学生的学

习感受，促使其感受到古诗词对我国壮丽河山的描绘。最后教师

可以引导大学生大胆地讲述绘画出图画所要表达的内容。在这样

一个充满生机的教学课堂上，大学生很容易对古代诗人产生崇敬

之情，同时促使大学生更加地热爱自己的国家，由衷地敬佩自己

的祖先，建立起民族自豪感，从而在润物细无声中促使大学生形

成正确的三观。

（四）加强对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

 教学评价不单单全面的检验大学生的学习成果，同时可以检

验教师的教学。课程思政理念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一定要

将教学评价的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加强对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

不可以像以往一样仅在学期末通过试卷考试的方式来检测大学生

的学习情况，显然这样的评价方式十分片面，难以将课程思政理

念渗透的效果全面地展现出来。为了利用教学评价更好地调动大

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改变过去不够全面的

教学评价方式，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一方面，教师每完成一课时

教学活动，都需要综合评价大学生在教学课堂上的表现情况和学

习态度。在学期末教师可以针对大学生整个学期的学习进行考核，

其中既要涉及语文基础知识，又要涉及有关大学生阅读能力、写

作能力的题型，并且还应该加入有关课程思政方面的试题，这样

不单单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学习，同时还

可以促使教师认识到在渗透思政课程理念时存在的不足之处。另

一方面，教学评价方式一定要灵活性和多样性。例如：教师可以

通过创编表演的方式汇报自己的学习成果，在大学生汇报表演作

品的过程中，既可以体现大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又可以反

映出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大学生在表演结束后完成自我评价时，

还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活动的设计展开客观的评价，这样不单单可

以促使教师认识到自身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同时还能够帮助教

师更加全面地了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个性化需求，从而在教学

中更好地渗透课程思政理念。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课程思政在大学

语文教学中的有效渗透，一定要积极的树立起创新教育思维，革

新以往的教学理念，突破了以往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采取的灌

输式教学模式，对教学目标进行优化，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到教

学目标中，全面贯彻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教学任务。同时教师

还应该积极地构建一个多样化教学方式的教学课堂，利用不同的

方式实现课程思政理念的渗透，以此在深化大学生语文知识理解

和掌握的同时，促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和思想道德观念，进

而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姜云霞 .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语文教学“一强一优三创新”

策略探析 [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1，40（09）：43-45.

[2] 蔡森 .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语文的几点教学建议 [J]. 文学教

育（下），2021（08）：157-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