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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高职语文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 
丁佳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摘要：高职语文是一门育人功能很强的学科，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高职语文教学工作中，教
师要寻求个性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探求多种爱国主义教育渗透路径，将语文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完美结合，激发高职学生的爱

国情怀。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语文爱国主义渗透路径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历史悠久，同时又极具时代特征的课题。

高职语文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教材中有大量爱

国主义题材的课文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古典诗文，增强了学生的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升华学生的爱国情感。为了有效地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渗透，我在高职语文教学中进行了多种尝试，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 

一、在阅读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第一、高职语文课程具有人文性的属性，很多课文本身就是爱

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六国论》中苏洵以秦灭六国作比，劝诫

北宋朝廷不要“为积威之所劫哉”。《落日》记录日本投降签字仪

式，表现出中国人民战胜强敌的民族自豪感，揭示中国抗日战争胜

利的伟大意义。《别了，不列颠尼亚》这篇新闻真实地再现了香港

回归祖国怀抱这一历史时刻，英国米字旗的降下象征着英国一百多

年的殖民统治的结束，五星红旗的升起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

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第二、高职语文课本里有大量爱国主义的优秀诗词，可以感染

学生、打动学生。《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一首爱国主义佳

作，词人年纪已大，却报国无门、不被重用，他渴望北伐，为国杀

敌，却只能以廉颇自况，壮志未酬！ 

第三、高职语文课本中有描述祖国壮丽河山的课文，如《长江

三峡》，学生在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产生对中国每一寸土地的热

爱，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壮丽山河和悠久文化传统的情感。还有介绍

祖国传统手工艺品的课文《景泰蓝的制作》，详细说明了景泰蓝的

制作工艺、制作步骤，让我们感叹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致美丽。 

第四、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一个人能够正确理解和

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是热爱祖国的表现，是维护民族尊严、民族

感情的表现。《小树林中的泉水》带领读者漫步在奇幻的大自然，

感受俄语的魅力，表达了作者对俄罗斯语言的热爱，对祖国的热

爱，对自然对热爱。《冬天的橡树》可以看成是对母语的一次礼赞，

一次对语言之美的感悟。热爱祖国吧，就从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做

起！ 

二、在写作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教师还可以在学校范围内开展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征文比赛，

鼓励学生积极投稿，并积极参加省市级别的征文比赛。在检验学生

作文水平的同时，让学生收获写作的乐趣，对爱国主义精神有进一

步的体会。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缅怀革命英烈，学习杰出历史人物事

迹，歌颂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等爱国主义主题

教育活动，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和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对于高职阶段的学生而言，写作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提高学生

的写作能力，也是每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在写作训练

环节，学生的表达能力得到提升，他们就能够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

的真实情感。为了帮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爱国主义情怀，教师可

以以爱国为主题，让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学生唯有书写出来，才能

够真正明白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当代的每一名青少年都应当有热

爱祖国的意识，但是爱国主义无法通过口头传授给学生，过于广泛

地解释，学生无法理解，而运用实际的案例，学生可能会觉得太遥

远，这就需要语文教师结合具体的事件、案例，选择适合学生的教

学方式，强化学生的爱国情怀。组织学生参加“党的光辉照我心、

童心喜迎二十大”、“梦想与担当”、“平凡中的伟大”、“航天梦、强

国梦”主题征文活动，通过生动描绘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

生活和家乡的发展变化，抒发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时代伟业、

融入国家发展实践的远大志向和奋斗决心；通过了解“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和“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以及“航天精神”及中

国航天发展的故事，联系自身实际与自己感受，畅谈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筑梦未来的理想与努力方向。 

三、在朗诵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教师可以通过举行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诗歌朗诵活动，激发同

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全班每个学

生都能够参与进来，并尽可能选择各类不同的诗歌。朗诵社的同学

朗诵的《少年中国说》，全篇充满了力量，激励青少年奋发图强，

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令人热血

沸腾。有些学生选择了《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尤其是在诗歌的

结尾部分，用十分激情的表达形式呈现了出来，进而促使整个活动

走向了高潮。 

课堂上可以朗诵爱国篇章，感受蓬勃热情的爱国主义精神。浏

览高职的语文课本，很多课文都是精致的美文，每字每句都是真知

灼见，让学生受益匪浅。比如，在教授《沁园春·长沙》时候，有

意识地引导学生饱含热情地朗读吟唱毛泽东描绘的祖国南方秋天

的美景，诗句朗朗上口，不一会儿，学生都能够流畅地背诵出“看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等句子，能够感受到祖国南方秋天那浓烈的美。

再就是朗读诵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等句子，表现出毛泽东对

国家、人民命运的关怀，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学生读到这里，也能

够深深地被诗句感染，深刻地意识到、感受到字里行间的爱国主义

情操,慢慢的将爱国意识渗透到了每一个高中生的心中。 

四、在演讲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教师可以组织爱国主义主题的演讲比赛，如让学生讲述红色故

事，讲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史，展示自己的演讲才能，同时其他同

学也能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这样既能凝聚班级力量，使

大家提高集体主义意识、团结一心，又能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活动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认识。

在演讲的准备阶段，学生要查阅资料，整理思路，这加深了他们对

爱国主义相关问题的认识。正式演讲时，演讲者听到了他人的观

点，观点同则共鸣，异则引发深思，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启发

着他们。演讲后，老师的点评更会让大家豁然开朗。整个过程都会

使学生的思想认识得到不同程度地提升，爱国主义主题演讲是在教

师指导下，学生自主完成的。从演讲题目的选择，到小组成员的确

定，再到最后的比拼，整个活动过程中，学生始终是“主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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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的身份使得他们必须充分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以独特的选题、深刻的内容、流畅的表达、新颖的形式投入到演讲

活动中，展示其风采，这无疑使他们的主体地位得到体现和强化。 

演讲活动增强了学生的自我教育效果。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

姆林斯基所说：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通过演讲，学生

的爱国情感得以释放，爱国思想得以阐发，爱国理性得以表述，也

为日后爱国行为的实施奠定了基础，达到了自我教育效果增强的目

的。 

五、观看爱国主义题材电影 
语文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作为高职

语文爱国主义教育的补充。爱国主义题材电影能使社会大众了解中

国的发展史，认清国情、把握形势、开阔视野、提高道德意识、树

立远大理想。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能够把电影带来的感触和思考融

入人们的工作和现实生活中，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爱国主义

题材电影可以通过对典型形象人物的生动刻画，从多角度激发公众

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怀，在娱乐中传承知识和经验的同时，具有寓

教于乐的强大功能，富有很强的感染力。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绘，

对社会生活的艺术抒写，深入到道德情感、价值观念等各个层面，

在美学意义上显示出激动人心的在美学意义上显示出激动人心的

思想情感，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使人得到心灵的净化和思

想的升华。我在自修课组织学生观看了《长津湖》《战狼》《我和我

的祖国》等电影，很多学生被剧情所感染，充分认识到现在的幸福

生活，是靠无数仁人志士牺牲生命换来的，只有祖国强大了，作为

中国公民才能安全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达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

教育效果。 

此外，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

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生在参观过程中可以体会到革命人士的爱

国情怀，进而提高学生的爱国意识。 

综上所述，爱国主义教育与高职语文教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语文课除了让学生领略优美文字以外，还可以通过以引导学生

挖掘教材内涵和中心思想的方式，让学生受到爱国主义熏陶，激起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使得学生能够为国家建设添砖加

瓦，用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来回报热爱的国家。因此，高职语文教

师必须要充分承担起教育指导责任，有意识地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爱

国主义教育，让高职语文课和爱国主义教育完美结合起来。 

本论文系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21 年立项课题“五年

制高职语文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研究”（课题编号：锡机电

研 2021-JC04），及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1-2022 年度江苏职

业教育研究立项课题“工匠精神培育融入五年制高职语文教学的

实践研究”（课题编号：XHYBLX202114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丁佳，江苏无锡人，无锡机电高职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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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保障资源建设，实现课程线上有资源、线下有活动、过程有评估。

组建课程建设团队，每门专业课程设置课程负责人，以课程团队的

形式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梳理课程内容，制定内容讲授形式，交流

授课经验，边上课边丰富课程资源，为各级精品课程申报打下良好

基础，同时鼓励课程团队老师结合实际教学，进行课程改革，积极

参加各级教学能力大赛，通过竞赛促进课程建设和改革。专业积极

对接企业，将企业工程师引入到编写团队，将企业典型案例融入到

教材内容中，聘请专家开展教材建设讲座，制定政策鼓励教师将授

课讲义整理成辅导教材，将辅导教材改编为校本教材，将校本教材

创新成新式出版教材，将出版教材应用完善为精品教材。 

七、教学团队提升 
“三教”改革中教师是根本，教师团队的建设是改革的有效保

障[5]。改革教师团队结构，将企业工程师引入到教学中是教学团队

组建基本要求。专兼职教师、校内外教师、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协

同发展是教学团队能力提升的关键，专兼职教师知识技能互传互

补、校内外教师课程内容衔接、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带动提升等方

有效促进团队建设。专业团队建设以“三双”为标准，双岗位指每

位专职教师确定一个主攻专业方向（岗位）和一个辅助专业方向，

同时每个方向至少两名专任教师；双身份指团队成员即是学校教师

又是企业工程师；双梯队指依据旧经验及年龄将教师团队划分为青

年团队和成熟团队，后者带前者，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教师团队

的整体素质、教学科研水平以及创新服务能力等。 

八、评价体系建设 
多维评价体系建设是多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保障[6]。设置多样

的课程考核方式，鼓励学生以竞赛、项目、认证、实训报告、实习

总结、企业评价鉴定等方式完成考核任务，实践过程考核+阶段考

核方式，将学生素质评价纳入到考核体系中。以学校、企业、家长、

优秀毕业生为代表建立多元考评体系，通过教师授课测评、企业对

毕业生评价、企业对专业评价、学生学习评价、学生实践评价、家

长反馈等方式，多角度的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课程开设情况、学生

就业情况，收集改进意见并建立评价模型并对数据的统计分析，了

解人才培养的不足之处，确保专业人才培养符合行业需求，满足岗

位标准。 

九、结束语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网络管理、网络工程

等方面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要培养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合格人

才，高职网络专业必须进行改革，在专业群集团化发展中找准自身

定位和建设特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丰富教学资源，才能不断提

升企业对学生的认可度，持续高质量的培养出合格的网络技术技能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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