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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阅读教学的“课程思政”初探
倪敏华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云南　曲靖　655000）

【摘　要】课程思政在当下教育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语文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学科，它的地位更为显著。在语文的

阅读教学中捕捉“思政”之内容，塑造学生性格特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爱国精神，这些都对中职学生有着重要的

作用。如何找到“思政”内容，如何联系文本，把握“思政”，以恰当的方式，进行“思政”教育。根据课文内容，本文

内容，恰当延伸，找到符合内容的“思政”，这是本文探讨的内容，也以此抛砖引玉，多一些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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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自古至今，它的地位依然卓

然显著，独领风骚。作为语文学科，极具人文关怀，对于成

长在新时代的青年学生，融传统文化精髓、融情感风貌、融

核心观念，在语文的教学中也日渐凸显了中职语文教育“课

程思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 中职生的现状

中职生——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曾在中考的浪潮中失

利而备受打击，他们也有因家庭等种种原因，没能如愿考上

高中，所以他们一部分是被迫就读中职学校。随着国家的发

展，中职教育也备受瞩目。学生的发展和综合素质也愈发不

同，学生身心发展也有各自特点。学生主要呈现比较自我、

个性张扬，主要表现为学生在相处中顾及自己的需求，忽略

别人的需要；纪律涣散，纪律意识较差，主要表现为违反学

校纪律，眼里没有规矩意识；在学生性格方面，学生不愿担

当，不愿承担班级事务，遇到问题往往采取逃避的方式等。

他们在内心深处缺乏被认同，缺少自信，他们渴望自己

也能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番天地。他们或是留守儿童成长起

来，他们或是单亲家庭成长而来，甚至他们原生家庭带给他

们的是无尽的伤害，他们缺少被关爱，他们也经常习惯冷言

冷语，冷漠相向。

作为语文课程，它是一门有温度的学科，是一门具有人

文关怀的学科。在文字背后，在阅读课文中，我们可以鲜活

的感受人物，在阅读别人的故事也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在学科中如何引导学生感悟文本，体

会文中的“政”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2 中职语文阅读教学与“课程思政”

中职语文阅读教学涉及面广，贯穿古今中外，较为丰富。

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重在理解字词、了解作者，把握句段，

把握中心主旨，或者了解本课的写作特点或艺术特色。但我

觉得一篇文章之所以经典，必定有其独到之处，或文思俊逸，

或笔调豪迈，或可以掩面沉思。但选入教材的文章，必定要

细细品味，细细分析，在遗世独立的今天，我们学生身上要

从文中汲取何种精神，是我们需要值得思考的。如果只把阅

读只当做阅读的解析，就仿佛欣赏荷花，只能观其形，闻其

香，却不见其神。

党的教育方针所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语文的教学更

应该着重体现党的教育方针，语文阅读教学的课程思政，内

容还有很多，但我认为要带领学生领悟文中之精神，更要结

合当下，启迪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具有正

能量的人性品格。在语文的阅读教学中，要发掘教材的“思

政”内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2.1 爱国精神传承

中华民族之所以一代又一代的生生不息，奋发有为，最

重要的便是心中有国，心中有大爱，心中有“大义”。为了

国家的独立自主，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他们

用生命捍卫了祖国，用鲜血证明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信念。爱国精神需要学生们的弘扬，

更需要他们能理解今天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需要我们同学的爱国热忱，保有对祖国的挚爱，方能为

之践行。比如诗歌《我爱这土地》，在学习这首诗歌，学生

能热切的感受到诗人艾青用生命在歌唱和呐喊，诗人以鸟的

形象自比，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仍喊出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学生通过课文学习，

感悟诗人的一腔爱国热忱，也为诗人的爱国精神而震撼。

2.2 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

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辩定是非的一种思维

或取向，从而体现出人、事、物一定的价值或作用。价值观

也是人们关于好坏、得失、善恶、美丑等价值的立场、看法、

态度和选择。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学生们必定要有正确

的价值观，才不会偏离航道，才能顺利交替给他们接力棒，

在国家的发展中顺利领跑。

社会中的现实让学生懵懂，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摇摆不

定的内心，让他们安心，让他们心中有正义，分辨假丑恶，

弘扬真善美。譬如：在老人摔倒的时候，能有人坚定扶起他

们，而不是担心老人会不会讹诈，要让正义成为主流，同情

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3 锤炼人性品质

遇到困难，有人选择坚毅勇敢，迎难而上；有人选择退

缩，畏首畏尾；面对失去，有人选择坦荡从容，笑看云卷云

舒；有人选择落寞，黯然伤神，一蹶不振；面对挫折，有人

愈挫愈勇，主动担当；有人选择逆来顺受，消极应对。生活

的路，条条不易，艰辛坎坷。学生在面对挫折、困难。会看

到他们不同的对待方式，其根源在于性格与人的品格的差异。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他们应该是积极阳光、甘

于拼搏、勇于奋斗的热血青年，他们应该是不畏艰险磨难的

勇敢者。这便需要在语文的阅读教学中，让他们感悟人生，

锤炼自己的品格。

3 中职语文阅读教学如何做好“课程思政”

中职语文教学该如何做好“课程思政”，可以从哪些方

面入手“思政”内容呢？可以从以下方面发掘：

3.1 作者介绍分析，探寻思政内容

了解作者，从作者的生平中感悟文本，成了最基础的切

入点，从作者的阅历和生平去发掘写作课文内容，感受人物

的性格，在学习中学生潜移默化的感悟对人生价值观等的思

想启迪。在《合欢树》一文中，作者史铁生的经历便可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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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到一个奋斗者的姿态和不凡的一生。史铁生因去延安插队

的过程中，因一场大雨而导致生病，最后致双腿残疾，但用

作者本人的话来说“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那些灰暗

的至暗时刻，让史铁生有了对生命的特殊感悟。用史铁生这

一种不凡的经历，激励学生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应该愈挫愈勇，

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笑对人生的精神。

3.2 挖掘文本内容，把握思政内容

文本是的阅读的根本，在文本的阅读中再具生成性，在

阅读中把握思政内容。比如：在学习《离太阳最近的树》，

学生通过阅读当看到司务长的认知“你要吃饭，对不对？饭

要烧熟，对不对？烧熟要用柴火，对不对？柴火就是红柳对

不对？”会深恶痛绝，其根本原因在于，学生感受到文本中

那种对坏境保护的无意识的可悲，苍茫的大地，因红柳而灼

灼其华，风姿绰约；但这千年的红柳不因环境的变迁而逝去，

恰恰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把这美好毁灭，这何其可悲。在学

生的阅读文本中，教师提点，便能领会文中精髓与主旨。

通过文本发掘“思政”内容，那便需要学生细读文本，

教师在稍加点拨与提点，便能从千丝万缕中发掘“政”的内容。

3.3 深入主题，探讨思政

文章的主旨是文章的关键，也是课文之“点睛之笔”。

在总结课文的主旨内容再去探寻“思政”内容也是一种方式。

比如《像山那样思考》这一篇哲理散文，本文通过由狼的一

声嗥叫而引出课文，人应该像山那样思考。学生会探询，何

为“山的思考”，何为“人的思考”，当学生理解了其意义

便会发掘，“山的思考”是一种理性的、客观的思考，在保

留了大自然的美好的同时，实际也包容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

正因为有了狼的存在，看似它的凶恶、残暴，人们想除之而

后快，这恰恰是人的愚昧所在，也是人们忽略了自然的需求，

按自己的想法一往无前，却给自然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其

主旨就是呼吁人们一定要尊重自然，遵守自然规律，还大自

然一个天然的牧场，在那里动物和植物可以平衡守序的生活。

学生理解到此，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便更感悟课文，教

师也就很容易发掘“思政”内容了。

3.4 分析人物，提炼内容

纷繁的世界，包罗万象。在人物的身上看生活的故事，

悲欢离合，起起伏伏。通过分析人物形象可以把握人物性格

特点，以此对学生进行思想的洗礼。在学习《项链》这篇课文，

主人公马蒂尔德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子，因丈夫的请柬，她

为了参加舞会，不惜重金做了衣服，甚至为了匹配这昂贵的

礼服向好友弗莱思节借了项链，就是这挂项链改变了主人公

一生的命运。她用十年的时间，才还清了借项链的钱。借此

契机，正是向学生“思政”的时机。在学生中不乏有部分学

生经常购买昂贵的物品，无论是衣服、包包、鞋子、手机等

这些物品无形中让学生在攀比，也有部分学生本来就家庭经

济捉襟见肘，但由于这样的攀比，虚荣心一直作祟，可能导

致借款，甚至网贷。结合人物、结合现实，这也给学生上了

一堂富有生动的形象的课程，也警醒那些有此虚荣心之人。

《我的母亲》这篇课文，讲述了老舍先生回顾自己母亲

的一生，可谓他的母亲“穷到老、辛苦到老”一生都如此清

贫，在乱世的母亲坚强的保护着自己的儿女，并且供老舍读

师范等。母亲之爱，丝丝入扣，无需过多的赘述，学生已然

可以感受到母亲那种对儿女的挚爱。然忠孝难两全，老舍未

能在母亲七十大寿之际陪伴母亲，也未能在母亲临终前孝爱

老母，这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和惋惜。岁月可回首，然斯人已

逝。在老舍心中那也成了永久之伤痛！当学生感悟了课文，

为母亲一生的辛苦，一生的爱而动容，所以再结合自己的经

历，学生感受到自己父母的殷殷期盼和爱的教育。通过人物

感悟到人性之美，感悟到应抱有一种感激和感恩来对待父母，

对待身边之人。这也就达到了“思政”的教育。

3.5 结合时代背景，爱国情怀教育

爱国自始至终都应贯穿于整个教学中，这也是作为中华

儿女的精神旗帜。结合时代背景，借之于爱国主义教育也是

一种“思政”的教育。比如在学习《雨巷》应该补充时代背

景，当时社会处于 1927 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反动

派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造成了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所以，

在当时一批批的爱国志士，他们无路可走之时更多的是彷徨

和无望。正如课文中那样阐述“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般的姑

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若从当时的

时政来看，丁香姑娘就象征着这些爱国志士，他们无望伤感。

但正因为一批批的爱国者，他们呐喊，他们奔忙，在最黑暗

的时光迎来了黎明。这时教师可以结合今天的时代，我们生

而逢时，长在阳光下，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我们是幸

福的一代，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我们为此感到无上的荣光

和自豪。但困难仍然存在，2019 年的疫情至今都反反复复，

作为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同学有责任，有义务，为

祖国的繁荣而努力。教师也可以顺势引导，我们同学该如何

爱国。切入点已有，此次的“思政”内容便也有了。

都说言为心声，在文字背后，我们只要善于思考，找到

切入点，便能顺理成章找到“思政”的内容。

4 总结

中职生之所以特别，那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目光，更

多的关爱，更多的耐心和更长时间的等待，等待他们的成长，

等待他们接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接力棒，我们要相信他们。

我也相信，他们能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很能铸就他们

的辉煌。所以这一时期的教师，更要抓住他们的成长关键时

期，不断引领他们，帮助他们。语文的阅读教学也是语文教

学的重中之重，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不断发掘课文的思政内容，

以恰当的时机，恰当的方式教育，那便刚刚好。在这关键时

期，学生的性格、价值观的形成和稳定时期，教师不仅要教

书，更要育人。把育人贯穿教书的过程中，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更是接受了思想的洗礼，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爱

党爱人民；让他们更好的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明是非，辩对

错；让他们更有坚毅勇敢之良好的性格，去抗衡未来的风风

雨雨。

课程思政，看似很大，很宽泛，但融入课堂，便能在学

生心里生根发芽，慢慢成长，长成参天大树，长成瑰丽的花

朵他们在中国这个大花园里也一样耀眼夺目。少年强则国强，

相信未来他们在国家的发展中便能大展鸿图，乘风破浪勇往

直前。

在语文阅读教学的“课程思政”，并非是生搬硬套，而

是要根据课文内容，本文内容，恰当延伸，找到符合内容的

“思政”，才能恰到好处的进行“课程思政”。这需要教师

不断思考，不断学习，不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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