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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学生在学习阶段的重点教学内容，

不仅仅要求学生学习书本上的文化知识，还要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消化。由于职业院校的特殊教学

性质，传统文化教学的融入也显得十分重要。不仅仅可

以帮助学生学会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可以进行思想文化

的熏陶，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一、职业院校大学语文教育融入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基

础，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中，不断传承与发展，是古人

在历史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精髓内容，是中华民族全体人

民的精神财富。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职业能

力的重视愈发强烈，往往会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

个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更加重视高质量全能型人才的培养，

职业院校在注重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对学生

进行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要培养符合社会职业发展要

求的专业型人才，更要培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认

同感、具有正确思想观和价值观和将建设特色社会主义

为目标的，充满正能量的人才。

职业院校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教学时，将优秀的传

统文化融入语文的教学活动中，不仅丰富了语文教学内

容，还会对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积极性影响，让

学生在拥有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可以树立良好的世界观

和价值观，在社会中建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更好地融入社会。

二、职业院校大学语文教育现状

职业院校区别于普通院校，其教学目的是为了让学

生快速学会专业技能，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所以在教

学过程中难免会忽视语文学科的重要地位和缺乏对语文

学科教师力量的建设，还存在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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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乏综合素质的问题。

1. 轻视语文学科地位

职业院校是以职业能力和市场需求为目的，进行职

业化、专业化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学习后，可以满足

市场职业需求，快速融入社会，对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会

相对较少，语文的学科主体地位没有得以显现。语文可以

在学生学习阶段的所有学科中作为主要学科进行学习，就

证明其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虽然与专业技能相比，不能

迅速提升职业价值，也没有明显的专业能力表现，但却是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活动。

2. 忽视语文学科教师团队建设

职业院校在进行语文学科教学中，仍存在一定问题，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聘请的语文教师专业能力不足、教学

经验较少、知识水平不高等一系列问题。相比普通院校

来说，职业院校在语文教师的选择上，更需要谨慎地挑

选。许多语文教师在竞争压力下，只将自己的职业作为

养家糊口的工具，缺乏教学经验和职业精神，还有可能

存在专业能力不足，整体水平不高、基础知识掌握不牢

固等问题。职业院校在聘请语文教师时，也要对其专业

能力进行评估，以免对学生整体的文化素质造成影响。

3. 教师整体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职业院校的教师大多数都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主，

缺乏综合素质能力。如果专业技能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融

入基础文化知识和传统文化的思想，学生的整体文化素

质都会有明显地提升，所以重视专业技能教师综合素质

的提高，也是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学的重要部分。

三、职业院校大学语文教育融入传统文化的途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成果，

应该被人们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传承可以让人们将优秀

的思想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中检验优

秀传统文化的对社会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根

据时代特征的不同，接纳传统文化中积极、有进步意义

的文化，并将其继续传承下去，剔除不符合时代发展的

文化，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创新。

职业院校教师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学科教学，也是

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传统

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形成良好的世界观和

价值观，指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与行为。本文将

从运用多媒体技术传递传统文化、根据教学内容融入传

统文化、设计教学方式传授传统文化和开设传统文化相

关课程四个方面来分析和论述职业院校大学语文教育融

入传统文化的途径。

1. 运用多媒体技术传递传统文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被广

泛用于教学活动中，尤其是语文学科的教学。由于语文

学科知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学生在学习语文学科时往

往会觉得枯燥、无聊，甚至具有抵触心理，但多媒体技

术的应用，会让学生对于语文教学课堂的积极性增强，

主动接收语文学科知识，对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都会有

所提高。教师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教学，

对学生来说，同样可以起到激发学习兴趣的效果。

以《离骚》教学内容为例，语文教师可以将屈原

创作《离骚》的背景进行简要概述，让学生对屈原的所

处社会和生活经历有一定的了解，学生才能更加真切地

体会到去演的创作心情。为了让学生对文章有更加深刻

的了解，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播放屈原所处时期

的现实生活社会状况的视频，让学生如同真实生活在当

时社会一般，加深学生感受，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为教

学活动提供良好的开端。接下来，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

课件的方式，将《离骚》的音频朗诵播放给学生听，让

学生通过倾听有感情的朗诵，如同屈原正在面前将《离

骚》读出来一样，让学生更加感受到屈原写文章时的心

情。多媒体的运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

以让学生充分了解屈原在《离骚》中表达的内心的痛苦

与纠结，一方面对于统治阶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人民

的天下人民的苦难感慨，无论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

民生之多艰”的哀叹民生，还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

九死其犹未悔”的作为追求真理奋不顾身，都将屈原的

英雄主义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 . 通过对《离骚》的学习，

学生可以了解到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人生追求和理想，

还可以学习到屈原坚毅、以民为本的优秀思想，对学生

的人生具有指导作用。

2. 根据教学内容融入传统文化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根据书本的教学内容，可以将

传统文化作为课外补充，在教授基础语文知识的同时，

可以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以《春江花月夜》的教学为例，教师在讲授《春

江花月夜》时可以提出问题，询问学生是否知道春季

中包含的六个节气名称。教师可以借此机会将二十四

节气的由来和分别有哪些节气进行讲解，作为课外补

充。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在我国农耕社

会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十四个节气分别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

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

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

雪、冬至、小寒、大寒，每四个季节包含六个节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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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节气对应的时间里，都具有特定的天气特征和适宜

农耕的阶段，是古代人民将天文与农耕结合下，最伟大

的产物。教师将《春江花月夜》中描写的美丽景色与传

统文化十二节气相结合，不仅让学生欣赏了优美、迷离

的春江月夜景色，还可以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十二节气以

及十二节气的由来，并对科技并不发达时期，古代人民

对知识的无限探索产生无比敬佩的情感。

3. 设计教学方式传授传统文化

职业院校语文教师应当按照教育部门对学生的新要

求，相应地改变教学方式，寻找合适的教学方式，既可以

达到教学目的，又可以提高教学效率。现阶段教育部门对

职业院校的学生不只是提出迎合市场、符合职业能力的要

求，还对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要

求的提出，让语文学科的教师教学压力更大，教学任务更

重，需要语文教师精心设计教学方式，实现教育目标。

以《桂枝香·金陵怀古》的教学为例，古诗词的学

习，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正确朗读、标注注

解和感受诗词情感三个方面。首先，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让学生默读《桂枝香·金陵怀古》，教师将诗词的断句和

读音，用多媒体音频播放的形式，让学生在书本上标注，

而后大声朗读，避免学生有偷懒的行为；其次，教师通

过让学生课前预习的方式，课堂上对学生提问，让学生

将诗词大意讲述出来，在促进师生互动的同时，提高其

他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促进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最后，在讲解完全文之后，教师让学生对诗词表达的情

感进行总结并思考作者产生此种情感的原因，不仅可以

让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到语文基础知识，还可以让学生独

立思考，开拓思维。教师在课程结束前布置课后作业，

让学生课后全文背诵《桂枝香·金陵怀古》，并对王安石

的其他古诗词作品进行查找，下节课以课前分享的形式，

促进学生与学生和学生与教师间的交流。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学生在课堂上可以集中注意力

学习语文知识和传统文化，跟随教师的步骤循序渐进，

找到学习古诗词的方法，还可以在课后巩固课堂所学知

识，拓展王安石的生平和简介，不仅对于宋代诗词有所

了解，还对宋代诗人王安石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4. 开设传统文化相关课程活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职业院校在教授学生职业技

能之外，还应该注重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学校可

以根据其自身办学理念和学生的兴趣爱好，创办一系列

传统文化相关课程活动，让学生在学习职业技能之余，

还可以根据其自身爱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传统文化课

程活动，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知识的学习，培

养学生良好的自主学习意识和思维开拓能力，对职业能

力的培养和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学校开设儒家思想讲座，儒家思想史中国古代

的主流思想，在多数历史时期都成为了官方的思想，对

当时的统治者、官宦和文人的思想建设和行为规范都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对忠、孝、

仁、义、礼、智、信思想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开创和发展

促进的作用。儒家文化不仅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推崇，流

传至今，仍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通过开设传统文化相关课程活动，让学生在课堂学

习之余，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认识传统文化的丰富性

与多样性，增加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感，传承传

统文化精神，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繁荣、蓬勃的

发展，让学生和学生家长认识到，学习不仅仅是为迎合

市场、追求效率化的发展，还可以提升自己，提高自身

综合文化素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构成

的重要部分，是中国人民树立文化自信的基本源泉，是中

国人民发展和壮大的基础。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是每个中国人民的义务和责任。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提升

综合素质，提高社会发展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

观，指导良好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都具有重要意义。职业

院校在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增加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认识和了解，并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的深刻思

想，让学生在社会中充当的不只是迎合职业、迎合市场的

从业者，更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与者，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者和兼备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的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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