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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发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价值 
于洋 

（辽宁省体育学校  辽宁沈阳  110179）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教育价值剖析，指出挖掘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意义和途径：利用好开学第一节，激活学生的

学习热情，打开学习优秀文化的大门，以语文教室为基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期培育学生的人文素质，积极参与各种形式

的课外实践，拓展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对文化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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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接受人类进步文化，吸取人类优

秀文化的精华，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科学素养和人文科学素养”，

这是《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版）》所规定的中职语

言教学目标，充分反映了中华优秀文化在教育界的重要地位。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行教育，

加强对其文化素质的继承和发展，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是实现“立

德树人”的主要途径。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优秀

传统文化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在传授基本知识的基础上，

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思想洗礼、精神熏陶，进而形成优良的道德品

质、“三观”，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因

其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和政治结构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积淀。

它不但以经典文献、制度等客体的形态出现，更是由漫长的历史进

程所形成的国家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

方式、审美情趣、习惯和其他形态。在 2016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华传统美

德以及中华人本精神，如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崇尚道德、见

贤思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精神，对中职学生的发展起到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不但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

而且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通过知识的累积，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注重不能乱贴标签，也不牵强附会，要按照

中职学生的个性来进行，把家国情怀、社会关怀、人格修养纳入教

科书或教学辅助教科书，把工作伦理等理念提炼出来，运用到课堂

上，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1]。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值

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中职语文教科书所收录的经典诗词，是中华

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色。《中等职业学

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版）》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

职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通过对母语的研究与应用，使其感受到中

华文明的悠久、博大精深，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想精华、

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对祖国的感情，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良传统文化，克服文化虚无主义误区，培养民族自信心和品格。中

职学生在学习、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加深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识，增强自身的素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

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

扬。这正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价值的所在[2]。 

三、中职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必要性 

（一）践行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 

深远的， 根本的自信，便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一

声高亢的呼喊，它是一种根植于中华人民骨子里、根植于国家土地

上永不动摇的信仰。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 5G 技术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些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职生

文化自信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然而，当今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是

多元化的，互联网上充满了虚假、消极和非理性的文化讯息，诸如

“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负面思想如潮水般涌来，不

断地打击着中职学生原本的信仰。因此，有必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中职语文课堂。以古典诗词为媒介，引领中职学生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韵味，让中职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中西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以包容的眼光来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近代化演进，用

辩证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的不同，从而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

路。 

（二）激发中职生文化自觉性的必然要求 

文化自觉性，是指打破障碍，自觉传统中华优秀文化的意识、

追求和信念。现代中职学校学生具有很强的文化自觉，但缺乏文化

实际能力，文化理念容易产生动摇，民族认同程度高，但民族意识

差。这就导致了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很难积极维护自己的

文化尊严，理性、客观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在中职语文教

学过程中，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以阅读和阅读古

典诗词为基础，激发学生的生命活力，使学生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修养、“捐躯

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奉献精神，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路径，积极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任[3]。 

四、发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价值的途径 
（一）上好开学第一课，开启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之门 

开学头一节课，是学生接受改变的开端。所以，在每学期开始

时，老师要充分发挥教学资源，打开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知识的认

知。开学第一课的内容，可以选择主题各异的题材，尽可能做到连

贯。比如说，新生的第一节课，进行一次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自我接受。如用惯常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性格特征，或要求学生简单

地自我简介，同时也要向学生提供当地特色的美食、传统活动或景

点，以唤起学生对自己和家乡的认同，消除师生与同学之间的陌生

感。 

在此基础上，老师进一步提出了中职语文学习内容、学习形式

等方面的建议，以激发学生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极性。又

如，第二学期春季开学，可以结合中国的传统节日，也就是春节。

围绕春节习俗、主要活动进行谈话，或者就特定的习俗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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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如，在学校里张贴春联。然而，春联有何讲究，与春联有关的

知识，中职学生的认识还是很局限的。老师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从学生所熟知的内容入手，向学生灌输有关的知识，并使学生在新

的一年里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与规划相融合，给自己写一幅“春联”

等。此外，还可以与同学们讨论关于春季的诗词，并进行关于春季

的成语等。在新的一节课中，老师可以根据新课程的学习目标，运

用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开始新课程，为学生开启一扇通往中

华优秀传统的大门。 

（二）立足语文课堂，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课堂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场所。老师们可以借此机会进行教

学，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传统文化知识在语文教学中具有很大的

教学价值，比如传统文学作品、成语和俗语知识等，以深厚的思想

情感、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文化意蕴，在不知不觉中洗涤着学

生的灵魂，影响着学生的个性，引导着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教学材料的作用，把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一是对传统诗歌的学习。古代诗词在我国的语文教育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华传统文明的精华所在，更是语文精神

的精华所在，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深厚的人文意蕴，它蕴含着丰富的

社会生活和文化内涵，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学好古诗

词对于中职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人文主义教育具

有重大意义。正像杜甫《登高》一词所体现的忧国忧民情怀，《卜算

子•咏梅》中陆游表现“坚贞不渝”等，都对培育学生良好品质、坚

强意志和健康心理的重要作用。但是，因为经典诗词的语言表现精

炼，其所传达的情感与当代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的认识有很大差异，

加之一般的中职学生在文化底蕴和学习动机方面都比较薄弱。所以，

大部分中职学校的学生都不愿意去读经典诗词。因此，应选择适合

中职学生的认知能力的语言教学，采用适合中职语文学习的方式进

行教学[4]。 

例如，在学《论语》之前看电影《孔子》，学习岳飞的《满江红》

前看电影《精忠报国》以加深学生对诗词、对作家的认识，为对诗

歌的感情及内容的把握奠定坚实的根基。一方面，老师要把文章的

背景说清楚，让同学们对作者和创作的情境有个更深刻的认识，这

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境。同时，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一

些不太容易理解的词语、句子和典故，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全

部内涵。另一方面，“读”在古代诗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

诗词的文字精炼，对中职学生来说，要做到“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是非常必要的。老师范读、师生同读、小组朗读、个别朗诵等，可

以引导同学了解诗歌的内涵，感受诗歌所传达的情感，感受诗歌的

语言美感。 

二是成语的传授。成语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一种浓缩。成语

的知识量很大，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掌握好成语不但能使中职

学生的口语和书面表达更加生动、简洁，又能让同学体会国人的智

慧、品格、意志，受到思想、精神的洗礼。首先要注意教材中成语

的运用，如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理解成语，在课后进行恰当的扩展和

积累。 

例如，在教授冰心的散文《笑》以后，可以让同学根据文中三

个“向着我微微的笑”的“笑”的描述，来扩展运用什么样的成语

来表现各种笑声，从而使学生的成语学习更加充实。在课堂上教授

《昨天和今天一关于时间的遐想》，可以帮助同学在课堂上掌握一些

珍惜时间的成语。其次，可以安排一些关于成语的小型活动或专题

的实操活动。例如成语接龙、成语知识竞赛、成语故事展示等。通

过对成语教学的研究，发现这些活动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而且能够使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掌握更多的成语知识，从而使学生的

口语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的过程中，文

化素质也会有所提升。 

三是民族文化教育。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

的文化遗产，每一个民族都有义务去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在少

数民族地区，老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域和少数民族的资源，将民

族文化融入到课堂中，以增加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了解，从而使学生

更好地了解课文。比如杜甫的《登高》时，教师可以让同学们先了

解“登高”风俗，并与杜甫的“百年多病独登台”形成鲜明的对照，

使学生更能体会到杜甫的落寞和落寞。此外，老师还可以在实际教

学中，自觉地举办本地民族文化交流会，使同学们交流各自家乡的

语言，提高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开展课外活动，拓宽学习途径，增强传承文化自觉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明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它已经深入到人民

的日常生活中。陶行之说：“生活即教育。”在中职语文课堂上，学

生由于受自己的认识、行为习惯等因素的制约，在课堂上所能获取

的知识时有限的。所以，老师可以利用早读、晚读、课余时间，组

织一些学生喜欢的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扩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了解。例如，在每周安排固定的“诵读经典”活动，并组织大家一

起朗诵，也可以安排每周的某个晚上，组织同学们看一些关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让学生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中受到良好的传统

文化影响。 

此外，还可以指导学生参加、观看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活，

体验当地的节日氛围，编写一本生活日志或学习手记，以此来提高

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老师也可以适时进行实习，指导同学

们在假期里参加调查家乡的特色节日、传统习俗、优秀传统文化等，

并在网上查询相关的文献，初步认识家乡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等。

然后，通过实地考察家乡的名胜古迹与渊源，考察家乡的饮食文化、

服饰文化特点，访问民间艺人，了解传统工艺等。在学期结束后，

老师可以安排班级实习报告，让同学们做好祖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工

作。通过开展一套教学实践，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和信心。 

结论 

中职学校开展人文素质培养的主要途径便是优秀传统文化。因

此，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意

义，要立足于课堂内外，拓展教学方式，针对中职高专院校的特点，

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方式，通过教学实践，使学生能在教育

中获得丰富的经验、丰富的感情和丰富的素质，从而使学生在新时

期内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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