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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历史教学 
韩秋莹 

（临沂市理工学校  277700） 

摘要：我国有着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留存下来的文化瑰宝。为此，中职学校在历史教学中，
应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使其能够得到传承和发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职历史教学工作中，既能够使历史学科在中职学
校的地位有所提升，又能够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对学生正确思想观念以及综合性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基于
此，本文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阐述了中职历史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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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新课标对各类学校教学工作都提出了相

应的要求。为此，中职历史教学工作也应根据新课标的要求，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教学改革。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历史学
科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好地推动作用。借助历史教学工作，能够有效
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使学生在历史学习中传承和发扬
传统文化，并让他们在了解这些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更清楚地了解
当时人们生活的历史背景。 

1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职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1.1 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 
中职学校的教育目标，除了要教授学生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之

外，还需要帮助学生提升文化素养，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中职学校历史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让学生积累更
多的传统文化知识，使学生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在优秀传统文化
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深刻体会各个时期劳动人民的历史行为，
从中学习他们的诚实守信、豁达大度、疾恶如仇、每日三省吾身等
修身养性的原则，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以及公而忘私
的做事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通过优秀传统文
化的融入，能够使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在思想道德方面接受
传统文化思想的感染和熏陶，促进其正确思想认识的形成。 

1.2 能够促进学生的发展和进步 
历史学科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

宗教、民族等内容，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文化内涵并且综合性比较
强的学科。通过历史学科的学习，学生能够自然地接受各个领域的
知识，这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来说，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历史知
识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会根据教学内容，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指导理论作为教学指导思想。此时，如果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作为历史教学的补充部分，则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历史内
容，进而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而学生在历史学习质量提
升的过程中，也能够促进其综合性学科思维的提升，进而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三二连读的学生来说，他们在完成中
职阶段的学习之后，还要进入高职继续学习。传统文化的融入，能
够丰富历史学习内容，帮助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兴趣，使他们能够
在高职阶段的历史学习中积累更多文化知识，促进其文化修养的进
一步提高。 

2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职历史教学中的教学策略 
2.1 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 
中职历史教师要想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教学中，就要对教材

内容深入挖掘，找到传统文化知识的融入点，使其通过历史学习得
到传承和发扬。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教师在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
过程中，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辅助教学。让学生在视频、图片和音
频的帮助下，获得深刻的情感体验。比如在讲解抗日战争的历史知
识时，教师可以在这里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不畏外敌、英勇反抗的
爱国主义情怀。利用多媒体设备，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为学生展
示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以及令人震撼的战争画面。让学生通过视
觉和听觉等感官刺激，深刻体会为什么革命先辈们哪怕牺牲生命也
要奋起反抗侵略者的欺凌。通过这样的教育方式，学生既能够对那
段历史记忆深刻，又能够学习到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大义和爱国

情怀，进而使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所提升。 
2.2 从生活的角度学习传统文化 
任何历史和传统文化都是当时人们实际生活的现实反映，因

此，中职历史教师在通过历史教学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可以从
生活的角度出发，让学生深入地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比如在学习
清朝前期的文化艺术时，教师可以将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引入
到历史教学中，通过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让学生从生活的角度深入
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从文中刘姥姥的表现来看，她有着很多普通
劳动人民所具有的淳朴善良。当贾府败落之后，为了报答当年的恩
情，刘姥姥不惜卖掉田地，也要将巧姐救出。她的这种知恩图报的
精神，就是值得所有学生学习的地方。将历史知识和生活结合起来，
进行传统文化的讲解，能够让学生从自身出发思考问题，使他们在
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实现综合素质的提高。 

2.3 提高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能力和素质的高低对教学效果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因此，要在中职历史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内容，不但需要
教师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还需要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
知，使其能够通过较强的教学能力，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但是，在实际中职历史教学工作中，很多教师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不
足，往往是按照课本内容进行历史知识的讲解，无法有效将其与历
史教学结合起来。正因为教师的能力和素质不高，使得教学质量受
到了很大影响。因此，要实现历史教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就
需要中职历史教师转变教学观念，认识到传统文化与历史教学融合
的意义，通过不断学习，丰富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只有这样，教
师才能更好地将教材内容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结合，让学生在历史
学习中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使他们的知识和情感得以丰富。 

结语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

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
不断地学习和研究，并将其传承和发扬下去。传统文化与历史有着
很深的交集，因此，教师可以利用历史这门学科让学生了解更多的
传统文化，使学生在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增强民族认同
感和自豪感，进而实现其思想和情感的升华，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人。 

参考文献： 
[1]李同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西部

素质教育,2020,(9).22~23. 
[2]樊鑫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相关思考[J].现代

商贸工业,2020,(10).132~133. 
[3]安丽梅.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

逻辑理路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2).97~101. 
[4]何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教学的策略研究

[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9. 
作者简介：姓名：韩秋莹   出生年月：1971 年 12 月   籍

贯：山东兰陵性别 ：女  最高学历：大学  职称：正高级讲师   
职务：教师 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历史教学  邮编：277700   单
位：临沂市理工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