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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课程与课程思政理念的融合教学研究
吴　超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大学语文是高校部分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人文素质教育中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仅含有丰富的人文内容，同时也含有大量

的思政理念。课程思政理念下大学语文教学需要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因素，将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爱国意识以及德育

和美育等思政理念与课程教学进行有效融合，拓展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形成教学合力，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理念下大学语文课程教

学作用。本文主要对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思政理念进行分析，并提出大学语文课程与课程思政理念融合的教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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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教学是一种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特点的学科，

从课程思政培养角度分析来看，大学语文教育中含有丰富的思政

内容，其中包括人文素养、道德品质以及思想水平内容，这些内

容也是课程思政中的主要内容。同时大学语文的课文都是经典的

文学作品，是我国千年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

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关爱生命、以史为鉴等不同的文学主题。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提炼和启迪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以及正确思

想观念的树立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大学语文中的课程思政资源

大学语文教学是一种综合性的学科内容，其中具有人文性、

工具性、审美性、文艺性等多元化特点，是大学语文人类教学中

的基础性课程，同时其中含有诸多的文化元素内容，对提升学生

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大学语文教学是一种以文学作品为核

心的学科内容。我国在文学创作中讲究以文载道，简单来说就是

通过文章挖掘出更深刻的道理，所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也不能

过于表面化，还需要结合课文内容对课文内涵进行深挖，充分发

挥语文教学的思政教学作用。在语文教学中需要保证学科教学内

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保证语文教

学与德育教学的有效融合。大学语文的课文以及理念可以作为思

政课程教学的载体，在讲解的过程中二者间互相渗透，切不可将

思政内容生硬的套用在语文教学内容中，也不可一味的深挖思政

内容忽视语文教学。必须要坚持以大学语文课程为基础，将语文

教学内容与思政结合，在保证语文教学为主的同时能够按照语文

教学要求加强对语文教学深层含义的探究，在文本阅读中探究思

政教学内容，实现以文育人，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想政治意识。

二、大学语文与课程思政的契合点

新课改背景下，在教育中需要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融合，

挖掘显性教育中的隐性教育内容，保证全方位的育人作用。因此

在课程思政下的语文教学中需要注重对人文素养的培养，将传统

语文知识教育与德育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一）语文教学中的爱国思想

我国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过无数次的社会动荡，而无论

哪个时期都能够涌现出诸多的爱国志士，他们或者持剑战场洒热

血，或者以笔为剑唤国人，从而留下大量的爱国故事和包含爱国

思想的文学作品，对高校爱国思想教育具有重要作用。教师通过

文学作品的讲解，结合历史背景知识，将文学作品内容融入到教

学中，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为学生还原历史人物和

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将一些概念性的历史内容还原成一个个生

动的形象，帮助学生领悟历史，学习爱国志士们舍生忘死的爱国

精神。

（二）语文教学中的哲学思维

我国语文教学中包含很多哲学思维的文章，其中告诉我们很

多处世的智慧和人生道理，比如天人合一思想，中庸之道等。这

些儒家、道家思想构成了我国精神和行为的思想引导，对国人的

道德思想构建具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庄子的《逍遥游》是对天

人合一、自在无为的真实体现，虽然距离我们的年代比较久远，

但是却与我们的生态理念不谋而合，通过这些文章的阅读，有利

于帮助学生构建超越名利的思想境界。

（三）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

我国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霜洗礼，沉淀下来厚重的历史文化，

很多文学大家们留下来的传世之作对于我们现代人都是一种思想

的洗礼和启迪。比如老子《道德经》的“道”孔子《论语》的“仁”

等，这些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这些名著的讲解中，

教师可以从中选择一些比较经典的著作为学生进行详细分解，比

如讲仁爱、筑大同，守诚信等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在

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这些教学资源，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使学生能够意识到其中蕴含的浩然正气、报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四）语文教学中的美育

语文学科教学中大部分教学内容都是以文学作品和文字为载

体，而这些文学作品中含有丰富的美与善。大学语文教学中教师

不仅要通过语文课文的讲解帮助学生理解语文教学内容的意境、

形象等感性美，还能够为学生带来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洗涤。比

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近现代散文诗，

通过华丽的辞藻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精美的画卷，虽然是文字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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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形式但是却可以从中体会到音乐的韵律，错列排布的诗句犹如

钢琴上的黑白键演奏出一曲舒缓的乐章，在画面与音乐的结合下

这首散文诗的意境也展现到读者们的面前。通过这种类型文学作

品的阅读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文字的画面美，有利于提升学生对美

的思想认知。

（五）语文教学中的职业理念

高校大学生面临着就业的挑战，为了提升就业竞争力，在高

校教学中不仅需要加强对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还需要融

入学生的职业发展理念，将大学语文课程与学生未来的就业结合，

根据学生的就业要求加强对语文教学的优化。在教学中可以融入

一些关于艰苦创业的内容，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描述了

陕西人民艰苦奋斗，踏实肯干的精神。对培养学生敬业精神具有

重要作用。同时语文教学中涉及到很多关于写作与口才等方面的

内容，公文以及演讲等也都是未来学生就业的重要内容，通过针

对性的训练提升教学效率。

三、大学语文课程与课程思政理念的融合教学路径

（一）将思政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以教学目标为指导，

并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计划。我国语文教学目标的设计，主要

是从基础知识，技能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对于当

代的大学生来说，大学阶段的教学是集中接受系统教学的最后阶

段。这个阶段的教学效果会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等方

面的培养，同时也是步入社会的衔接点，因此大学的学习对于学

生来说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经历，决定着学生们的日后发展。素

质教育下大学教学中注重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但是这

个阶段的学生虽然已经基本成年，并具有较多的知识，对社会和

自然有一定的了解，形成个人的情感体系。但是这些方面的认知

不够深刻，不够全面，无法对学生人生价值进行体现，因此在课

程目标的设计中需要融入思政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对语言以及知

识的掌握，了解中华文化的底蕴，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比如在教学目标的设计中，教师可以培养学生对古今中外文学作

品的品鉴能力，在古今中外文化的对比中学生会发现我国的文化

内容博大精深，特别是古典文学中的内容意蕴深远，其中蕴含的

儒道佛教的理念直到今天仍然是指导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同时也使学生对我

国的文学有更深刻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也有

利于学生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的培养。

（二）教学内容保持隐性与显性结合

课程思政教学理念下含有丰富的思政内容，其中包括对现代

社会主义特色的宣传，中国梦的打造，同时也包括我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而这些内容对学生健康思想观念的培养具有重要

作用。通过我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学习有利于学生始终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提升学生的社会

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面向的并非全部都是中文

专业的学生，因此如果教学内容全部以隐形的教学内容为基础不

容易帮助学生理解，需要将显性与隐形教学内容融合，在教学中

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显性的教

学资源中主要包括大学语文的教学载体，比如文学作品中一些具

有警示作用或者箴言直诫的内容，这些内容很直白的告知学生应

该如何与社会、自然和他人相处。大学语文教材编制的过程中也

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划分，比如仁爱、和合、史鉴以及情

感等，这些明确的主题划分即是通过显性的主题对优秀的思想和

历史事件等进行直接的表达。而隐性的教学资源中是通过一些人、

事或者景物等反思历史，感悟人生。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将显性和

隐性教学资源的结合，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

（三）选择合理的课程思政渗透方法

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不断丰富和成熟，但是他们的思想

仍然没有定型，在思维方式上仍然比较张扬，个性比较强。在教

学中如果采用硬性说教的方式容易适得其反，达不到良好的教育

效果。因此大学语文教学中需要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探究

合理的融合方式，加强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发挥课程思政

的教学效果。但是从当前大学语文教学开展情况来看，教师仍然

习惯照本宣科，将传统文化内容肢解成为不同的片段进行教学，

导致教学效果并不明显。为了有效改善这些内容，教师需要在教

学中加强对教学情境的创设，注重对课外实践活动的组织，通过

多种途径渗透思想道德教育内容。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当前已经渗透到各个学科中，

大学语文教学含有丰富的人文性和思想性内容，对课程思政教学

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结合大学语文教学内容渗透课程

思政内容，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层面的提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民族自豪感，为综合型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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