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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育人视角下高职语文教育专业教育教学改革
的实践研究

杨海涛 张阳意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江门 529000）

【摘 要】 在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业中，课内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与教育，课外丰富学生人文知识与提升文
化素养，是高校人才培养在新时代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为例，从文化育人视角
下探讨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以“文化+教研教改”为抓手在课内改革中夯实文化素养底
蕴，课外构建“文化+课外活动”育人模型，探索和构建课内外“文化+”育人体系，加强课内教学和课
外活动的融合和协同，能为高职语文教育专业教学教改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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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文化 +”育人实践，并形成“文化 +”育人的子
项目模型，如举行“传统文化 +学风建设”，扎实日常工
作，深化课内教学；“红色文化 +学生党建”，创新开展
牵手工程，强化学生思想底色；“职业文化 +技能竞赛”，
促进专业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有效提高语文教育专业

学生的人文修养、思想品行和职业素养的综合素质。

2  高职语文教育改革现状与时代使命

2.1 高职语文教育专业时代现状分析
高职语文教育专业改革，重点要突出高职院校“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效果，强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思想引领作用，健全学生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模型，

提高学生传统文化的学习能力，牢固掌握专业文化基础

知识，扎实语文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与基本功，才

能有助于将学生培养成为新时代的合格语文教育师范生。

2.1.1 人才培养方案与“文化育人”的新要求结
合不够
高职语文教育专业如何加强文化科目的教育教学改

革，健全并创新文化育人体系，进一步提升新时代师

范类大学生的文化核心素质，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

视。根据对广东省多所相关院校学校的相关人才培养方

案的调查研究，对含江门职业技术学院、阳江职业技术

学院、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等广

东省开设语文教育专业的 8所高职院校的了解，各兄弟
院校教育理念先进，教学各具特色，但人才培养方案与

“文化育人”的新要求结合不够，不少院校仍沿用旧的

课程标准与教材，传统文化课程及内容开设不足；语文

教育专业在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学习

上，还没有跟上新形势下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

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尤其是对传统经典作品的阅读篇目

数量安排仍较少，考核要求较低，课内课外协同联动的

文化育人体系欠系统规划，未能建立和完善对应的科学 
体系。

2.1.2 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红色文化宣传教育
还需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方案中提到全国中小学语文课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目标是为中

小学培养合格的语文教师，更加注重学生扎实学习文化

与人文基础知识和过硬的师范生技能。在人才培养方面，

不仅要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还要培养学生的

人文精神、创新精神、敬业精神等职业素养，使其具备

较高的综合素质。无论从人才职业素养培养目标，还是

从师范生技能培养目标上，在文化育人视角下高职语文

教育专业教育教学改革都要求要加强与优化文化育人体

系构建，在课内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与教育，课

外丰富学生人文知识与提升文化素养。

1  高职语文教育专业特点和要求

1.1 高职语文教育专业特点
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要从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能力角度出发，注重在实际当中的应用能力培养，

紧跟时代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

业培养对象是将来要到中小学任教的语文学科教师，因

此要紧跟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方向，适度超前于中小学

语文教育改革步伐。高职院校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要与

时俱进，结合时代特点、热点以及最新政策要求，以适

应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在管理体系上要突出师范性，

多开展综合应用性课内外课程学习，并融入信息化综合

性的学习内容。

1.2 高职语文教育专业发展的要求
坚定“四个自信”，加强文化育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

基本要求。基于文化育人的视角，新型语文教育专业人

才建设和课程建设，在价值取向上要实施“文化自信”

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在课内改革中夯实文化素养底蕴，

以“专业文化 +教研教改”为抓手，推进教师深入开展
教研教学改革，提升科研服务与教书育人水平。具体要

完善课程科目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学生主体

对象，强化课堂教学改革效果；完善教学内容，夯实学

生文化素养；创新能力考核，探索课程考核体系。在课

外要与课堂的“专业文化 +教研教改”互为呼应，形成
课内外协同共促、师生协同联动的“文化 +”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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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科目设置，自 2019年秋季起将统一使用教育部统编
教材。小学阶段中，《小学语文》课程共选古诗文 124篇，
占到近三分之一，比原来使用的教材增加了五十余篇，

增幅超过八成，平均每学期约 10篇古诗文，古文化中的
经典作品《诗经》《论语》《山海经》和传统文化“二十四

节气”等内容已写入小学语文课本；同时，教材还增加

了经典的“红色文化”篇目，红色教育内容十分丰富。

2.1.3 语文老师的素质要求跟不上新时代教育教
学改革要求
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需要和新时代特点

对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随

着语文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与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的

不断深化，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

学技术对相关教师的素养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一要求下，

提高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业教师综合素质与能力，便成

为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点。

2.2 高职语文教育改革时代使命
面对新时期的发展，培养符合时代要求、培养具备

语文素养和创新能力的语文教师人才，已成为语文教学

从理论到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随着“大语文”教

育的背景与发展趋势，在中小学阶段学生语文素养素质

的高低，不仅影响着其它各学科的学习的快慢，而且会

对今后的工作甚至生活成长道路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型

语文教育专业人才建设和课程建设中，价值取向上要响

应国家“文化自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培养目标上

要牢牢抓住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要

求，培养模式上要紧随学科发展特点。

2.2.1 价值取向上要坚定文化自信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高校要“更加注重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要增强师生文化自信”。在高职院校，尤

其是在语文教育专业中，课内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学与教育，课外丰富学生人文知识与提升文化素养，更

加坚定文化自信，是新时代赋予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

任务。

2.2.2 培养目标上要对标高质量教育
随着时代发展，在新文科的视角下，中小学“大语

文”的学科建设对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建设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基于对接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紧跟

中小学语文教师核心素养要求，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

标，完善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健全与拓宽文化课程内

容，科学选用新版教材，在必修课程中需要增加古文化

的学习章节与考核内容，在选修课程中需要结合实际增

设地方文化、非遗文化、中国美学、地方戏剧等课程。

2.2.3 培养模式上要紧随学科发展特点
随着新课改的进行，从 2019年秋季开始，全国中小

学语文将统一使用教育部编教材。目前中小学语文教育

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对语文的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

创新思维和主观能动性，在语文学科中要求更高。语文

教育和其他学科教育的要求不同，语文教育要求全阶段

培养学习，需要学生从小培养独立思考以及学以致用的

能力，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对高职院校语文教育的专业

以及相关课程培养模式改革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要求。

3  文化育人视角下高职语文教育专业改革的对策与
实践探索

高职语文教育改革中，要将全员全方位文化育人融

入语文专业教育中，课内外协同共促，把文化素养教育

的提高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在课内改革中夯实文化素

养底蕴，在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教学内容比

重。课外构建“文化 +课外活动”育人模型，通过开展
“传统文化 +学风建设”“红色文化 +学生党建”“职业文
化 +技能竞赛”的课外活动，与课堂的“专业文化 +教
研教改”互为呼应，形成课内课外协同共促、师生协同

联动的“文化 +”育人体系。
3.1 课内改革：“专业文化 +教研教改”夯实文化
素养底蕴
在课内改革中夯实文化素养底蕴，在课程上增加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教学内容比重，增设传统文化、地方

文化、非遗文化等选修课程，从价值取向、培养模式、

培养目标上把握大学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在培养

方案、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考核体系等方面融入并深

化文化育人内容。以“专业文化 +教研教改”为抓手，
推进教师深入开展教研教学改革，提升科研服务与教书

育人水平。具体要完善课程科目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突出学生主体对象，强化课堂教学改革效果；完善

教学内容，夯实学生文化素养；创新能力考核，探索课

程考核体系。

3.1.1 完善课程科目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基于新文科的视角，对接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改革

要求，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完善和优化人才培养

方案，健全与拓宽文化课程内容，科学选用新版教材，

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中国上古文学》《古文观止》等古文

化的学习章节与考核内容，结合实际增设中国美学、地

方文化、非遗文化、地方戏剧等选修课程，推动“专业

文化 +教研教改”。
3.1.2 突出学生主体对象，加强课堂教学改革
对接国考标准与要求，坚持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

通过设置经典诵读、比较鉴赏、名篇分享、教学演讲、

相互点评等课堂教学环节，推进翻转课堂顺利开展，促

进学生学习自觉，扎实文化基础知识和师范生技能，推

动“专业文化 +教研教改”落到实处。
3.1.3 完善教学内容布置，夯实学生文化素养
从核心文化素养提高方面完善教学内容。学生核心

文化素养是指学生具有较为内在的、稳定的基本品质，

代表了同学们在某些知识及与之相适应的能力行为、情

感等全面综合发展的个性特点、水平以及质量。大学语

文教育专业的教育模式要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和需求，

特别是随着新课改的出台，多元化背景下的教育模式也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教学形式上要提高语文专业相关

知识的应用能力，不断完善大学语文教育的方式方法。

3.1.4 创新能力考核，探索课程考核体系
从能力训练、课程推进环节与实践应用的角度，探

讨新型考核方式，如江门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将“诗词大

会”“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书香节”“励志修身博学报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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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活动”等比赛项目纳入考核，从文化素养角

度，更改原先陈旧课程考核方式和考核体系，探索出构

成这门传统课程考核方式与体系的有效思路。

3.2 课外拓展：构建“文化 +课外活动”育人模
型提升人文素养素质
课外构建“文化 +课外活动”育人模型，加强课内

与课外活动的对接和协同，发挥课外活动为课堂教学的

延伸与补充功能，开展“传统文化 +学风建设”“红色文
化 +学生党建”“职业文化 +技能竞赛”的课外活动，与
课堂的“专业文化 +教研教改”互为呼应，形成课内外
协同共促、师生协同联动的“文化 +”育人体系，进一
步促进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

3.2.1 传统文化 +学风建设，延伸和深化课堂
教学
传统文化学习既是专业学习要求，也是第二课堂活

动的抓手。加强传统文化学习，有利于夯实学生的文化

基础，强化知识迁移能力，提升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如，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通过举行“传统文化 8+1”系
列活动，组织学生开展“读一系列经典名著、背三百首

唐诗宋词、习一门文化艺术技能、知传统二十四节气、

行文化礼仪、讲家乡文化特色、学一位历史名人、展文

化学习成果、练一套传统武术（蔡李佛）”等活动，并

融入“三早”活动、到课考勤、学业预警、心理引导

日常工作，在工作模块中打造特色。全年学生及格率

高达 94.39%，优秀率为 39.04%，普通话二级通过率为
88.04%。语文专业 1个宿舍 6位同学中有 4位毕业前发
展为党员，在参加文化类竞赛中，获得广东省级奖项 6
项，市级奖项 1项，校级奖项 48项的优异成绩，有效延
伸和深化了课堂教学实施与效果。

3.2.2 红色文化 +学生党建，增强和扎实学生思
想底色
红色文化是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重要载体。加

强红色文化教育能为学生增强精神之钙，是高校加强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

有效做法。如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通过构建“红色

文化 +学生党建”模型，组织学生开展“书红色感悟、

学红色名人、诵红色诗篇、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

观红色影视作品、演红色话剧、传红色精神和‘我为祖

国升国旗’”的红色文化“8+1”系列活动，形成了“一
堂二品三文化”的工作法，发挥学生党员引导全体同学

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日常学习、生

活、工作中。学生的各类红色文化活动在学习强国、南

方 +、省教厅网站和《江门日报》等均有报道，提升了
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与热情，极大促进了专业和课程

建设。

3.2.3 职业文化 +技能竞赛，注重人才培养高质
量发展
职业发展是学生成才的根本，注重学生职业成长是

高职教育的基本所在。目前，“以就业为导、以技能为

本”成为高职院校的共识。高职院校应结合专业人才培

养要求，深化学生管理服务，在探索构建职业文化体系

促进人才培养上应给予重视。如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

系积极探索“职业文化 +技能竞赛”模型，通过开展职
业文化“8+1”活动，指导学生了解职业发展历史沿革、
树立职业核心价值观、掌握职业核心素养与能力、学习

行业典型人物、了解职业发展趋势、参加职业技能活动、

加入专业社团协会、精通职业技能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增强学生专业认同感与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自觉提高专

业素养与专业技能。学生在参加江门市“诗词经典唱诵”

活动囊括冠亚军，参加全省“我和宪法”演讲比赛，进

入省前十强，参加“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获得特等奖。通过开展职业文化活动，极大提

高学生职业发展能力，促进语文教育的课堂教学改革，

实现课内教学实践与第二课堂活动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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