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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文课程具有人性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文学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意义。笔者就实际工作经

验出发，讨论了将思想政治纳入高校语文教育的实施策略，基于大学语文的课堂教学实际情况，以实践为

载体，充分发挥语文教育的思想政治功能，实现道德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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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和文学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培养学生的核心。

语文教师是文化、心理素养的学术载体，作为大学语文教

师需要指导学生对语文产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认

识和接受优秀文化并增强意识形态和道德品格，培育审美

品味、形成健全的人格，这要求语文老师作为传道授业工

作者必须充分探索语文教育的实践。语文课程和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在思想内核上有机整合，并且与社会主义学校要

求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它在“全员培训，全过程培训和全

方位培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政治思想在高校语文课堂中的多维渗透 

为了使学生的思维体系不至于局限在某一条框中，融

合多学科、多维度、以及渗透前人的思想进行教学是当前

高校教学的发展重点。知识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之间的联

系是通过基础教育实现，但当前的教育体系存在多学科相

互平行的现象，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在这一方面进行

提升和改革，树立通过语文教育课程来唤醒学生的道德情

感和审美品味才是当前中文教学最终目标的教学理念。 
1.1  在课文层面探索课程思想和政治教育功能 
语文课本常将文化知识与传统道德等内容揉合在一

起，这是促进学生的人文素养，弘扬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中文教科书，将德育纳入语文教育，丰

富课堂教育的功能。例如，研究《诗经•王风•黍离》一文
激发学生的道德素质，引导学生阅读爱国主义诗人的诗

词，让学生写读后感，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深切体会时代

与人的命运，让学生明白祖国的强大为个人的命运解决了

很多问题，时代的动乱给人的命运增加苦难，培养感恩祖

国，热爱祖国。另一个例子是研究陶渊明的《饮酒》其五，

让学生以文章为例制作视频，体会文章中的情怀，重现文

中的场景：淡淡的秋菊，缥缈的南山，而文中作者与恬静

的田园风景融为一体，每幅画面都伴随着优美的诗词和句

子，通过视频制作活动增强了学生的审美鉴赏力，文学阅

读技巧则加深了高洁情操的培养，最终有效地完成了语文

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1.2.  通过资源整合 大限度地利用课程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 
在其他专业的嵌入式中文教学活动中可以充分利用

中文学术价值实现专业化与人文化双重素养的培育。以土

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为例，绘画、色彩匹配、图形设计和其

他专业技能已整合到文学课活动中。例如，王维的《渭川

田家》教师将绘画技巧和理论纳入诗词教育，并逐步进行

教学计划设计。计划的第一步是提前品味诗词的图像美，

带领、鼓励学生以文章中描绘的田园风景制作水墨画。落

日余晖，小小的村庄，牛羊走在小巷中，村叟斜靠屋门等

着外出玩耍的孩子归来，周围长得郁郁葱葱的庄稼在暮色

中显得格外茂盛⋯通过绘画的再现，学生们对文中描绘的

田园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作品也随之充满了生命的

色彩。作者的诗和学生的绘画相辅相成，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随着学生完成练习，他们将对祖国的大河和山脉

有更深入的了解，加深了学生对祖国的热爱。计划的第二

步是对诗词美学概念的深刻理解：将学生分成小组研究讨

论田园诗的发展史，从诗经的田园苦，到陶渊明的田园乐，

在再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的融合，相对于受儒家影响的功

利主义文学，这是非功利的休闲文学，为文人找到了另外

一个精神家园。 
1.3  课程思想和政治教育功能探讨汉字的书写维度 
毛笔传达了画面的含义，汉字的书写具有深刻的文学

含义。学生在书写时不仅可以写出出色的方形字符，还可

以更好地认识到汉字的魅力，从而对语文汉字传统文化进

行了潜移默化的传承。汉字的结构和笔法都是对于传统意

蕴的集成，值得学生细细品味，我们在校内兴建了汉字书

写大赛，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汉字对其进行拆分和解

释，每一个汉字看似简单，实则都是古人勤劳智慧的结晶，

蕴含着无穷无际的哲理。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丰富他们的

文化底蕴，并在写作汉字的训练中养成了一种气质，提高

了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信心，并增强了审美能力，说明汉字

书写具有独一无二的政治思想教育价值。 

2  政治思想在高校语文课堂中的多向扩展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高校着重于培养学生的语文应

用技巧。该课程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技能。学校

语文综合结合实践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而

且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 
2.1.  通过定期阅读活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读故事，懂诗意的教育是在学习语文知识方面有相当

好的效果，不仅如此古诗中蕴含的丰富前人伟大思想还有

助于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价值观，对于语文在中

国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通过朗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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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和诠释，鼓励年轻学生熟悉具有文化意义和实际意义的

中国经典诗词，对于年轻人提升文化底蕴和继承民族自信

十分有意义。然而，当前的高校教育中，无论政治思想还

是汉语教育效果都不佳，导致高校学生基础薄弱，道德水

平低下，道德教育是哲学教育，苍白无聊，因此效果不佳，

而中国古代诗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深入探讨诗词的思想

和政治方面，用最富有表现力和最感性的诗唤醒学生的思

想政治能力能够提升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在古诗学习

过程中培养自己的思想政治情感，在古诗陶冶灵魂的洗礼

中进行自我完善，同时这对全面提高学生的核心文学素养

也大有裨益。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二者的有机结

合，并且注重切入方式和比例权衡，做到二者良好渗透，

将学生带入诗词世界，体味艺术中的灵魂故事，提高学生

的文学素养，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促进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 
2.2  开展学生作品展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学校可以将优秀的学生作品纳入校内优秀作品展览，

这一举措提高了学生的综合专业素养，在增强专业学习的

信心和乐趣的同时，结合了无形的思想和政治教育来帮助

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心。活动内容主要根据学生的专业知

识结合一定的传统主题进行创作和研究，选出能体现传统

文化魅力的作品，并向所有师生展示。各个专业的学生都

进行了积极的参与，其中比较出色地体现了传统文化元素

的有建筑专业的学生用白色材料制成的妈祖庙著名建筑-
旗云塔的模型，体现了了古代寺庙的悠久历史，其美丽的

外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陶艺专业的学生，仅用装饰材

料制成的花瓶和祝福的盘子，复制了唐代的三种颜色，让

师生们对这些传统元素艺术品产生了深入的了解；图形设

计专业的学生利用专业知识以龙门石窟为灵感原型进行

的图案设计传承了历史文化精髓。这些活动的顺利举办为

学生热爱多彩而久远的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学生将因此

受益匪浅。 

3  通过汉语课程结构优化贯彻政治思想 

语言是工具性学科，当前我国高校教育对这方面的重

视正处于空前的疏忽状态。由于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汉语

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有必要优化汉语课程结构，

充分利用优秀的中华文化引导学生的价值观。在中文课程

设置中，教师应注意学习学生的基本知识，例如语法和语

法的掌握情况。学生通过作者的生活年代、背景和背诵段

落发现语言运用的美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情绪。基于

此，学生和作者可以产生跨时空的通感，学生语言能力得

到提高，同时审美观念也得到了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还应该注意学生的价值观指引，在课程中增加诸如《茶馆》

等优秀作品的影响力。中国传统文化拥有先进的教育性，

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的价值观，提高他们的

判断力和思维能力，让学生通过适当的指引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潜在魅力并发展文化自信心。 

4  促进教师思想政治建设 

教师无论是否运用和教授知识，对学生都有非常重要

的影响。因为教师这一角色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扮演的是

从文化素养到个人品行的全方位指导者。因此，从课程的

思想政治角度进行汉语教学，有必要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

素养。首先，学校需要提高老师的专业知识，注重在汉语

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其次，要改善思想政治教育。

运用适当的方法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会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和从学生的

角度出发，让他们树立起复兴和培育祖国的使命感，唤起

学生的民族情感。教师应基于现代价值观和学生特点致力

于教学，敢于承担教师的责任，培养高素质人才。 

5  完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高职学校正在改变教育观念，人

才发展计划应有明确的改革态度。在目标方面，高校应该

把人本理念融入教育的目标。从学生的长远角度来制定人

才培养计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领导在其中要发挥

组织领导作用，并认识到全面改善学生的重要性。学校在

新生入学阶段就应注意学生的综合素质，从基础上改善人

才培训机制，强调中文课程的改革和设计，并使其成为培

养学生德育的基础。 

6  结语 

新时代的高校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让学

生自觉推动爱国主义事业发展，学校教师作为教育的领航

者要努力在学生心中树立牢固的政治思想根基并加强道

德纪律，指导学生培养和实践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切

实培养良好的品德，成为一个充满爱心和感激之情的人。

作为高校要坚持从整体上加强和改善学校的语文审美教

育，增强学生的语文美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在训练实践中，

高校的语文教师必须按照新的语文课程标准进行教学，大

力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核心语文能力，充分探索优

良传统文化在培养文学敏感性和促进文学发展方面的作

用。通过探索思想和政治技巧以及传授语文教育的价值来

鼓励学生，提高实际活动中的政治、文化核心素养，传承

人类的优越文化，实现学生各方面的进步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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