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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职语文教学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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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在长期变革中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为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提升中高

职语文教学水平，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中高职语文教学当中，通过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资源，组织有关中华传

统文化的语文实践活动等，以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关键词：中高职；语文教学；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实践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视程度也在逐渐提升。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底

蕴，中华传统文化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民族智慧，对于

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中高职阶段是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语文教学作为培

养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的主要学科，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因此，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中高职语文教学，不仅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语文水平，更能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通过融合中华传统文化，语文教学可以更加贴近学生的

生活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培养学生的

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并且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1.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中高职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其一，有助于传承文化精髓，弘扬民族智慧。中华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沉淀，将其融入中高职语

文教学，有助于将这份文化精髓传承下去，使学生更深刻地

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从而培育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新一代。其二，有助于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语文教学不仅仅是教授语言知识，更是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

重要途径。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可以使学生通过学习古

代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领域的知识，拓宽视野，提升

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其三，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

培养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保持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

自信尤为重要。中高职学生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可以更加深

入地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受到其中的魅力和价值，从而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这不仅有助于个人成长，也是

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力量 [1]。

2. 中高职语文教学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践

2.1 深挖教材中的传统文化资源

中高职语文教材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了更有效地将中华

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教师需要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

化资源，使其成为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的重要途

径。中高职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以多种方式呈现，如

古诗词、文言文、历史故事等。教师需要深入解析这些元素，

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教育价值。通过解读古诗词中的意

象、情感和价值观，或者探讨文言文中的礼仪、道德和哲学

思想，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除了教材

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外，教师还可以利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

拓展教学内容，可以引入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

常识和民俗风情等内容，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传统文化的多

样性和丰富性，也可以鼓励学生自主搜集和整理传统文化资

料，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精神 [2]。

以高职语文《与妻书》为例，在本节内容教学过程中，

首先要让学生了解文章的性质，内容为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

妻子的绝笔信，不同于寻常的书信。在此基础上，教师对文

章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挖掘蕴藏的传统文化元素。然后

在课堂导入过程中，教师先介绍文章的创作背景，使学生深

刻体会其中蕴含的情感，包括革命先驱悲壮、宽广的家国情

怀。在品读环节，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其内涵，体会作

者对国家的深厚情感以及对妻子的深情厚意。通过这样的教

学，学生能够领悟到“国家的繁荣是个人幸福的基石”这一

深刻的道理。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感

受和见解，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化对文章主旨的理解，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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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2.2 组织传统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

中华传统文化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为了将中华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中高职语文教学中，还要积极

组织传统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中高职学校可以定期举办以传

统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如诗词朗诵比赛、书法大赛、国画展

览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亲身参与，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同时，还可以开

设传统文化体验课程，包括茶艺、剪纸、京剧表演等内容，

让学生亲身参与并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更加直观地了

解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兴趣。传统

文化研学旅行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实践活动，如参观博物馆、

古迹、寺庙等场所，使其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历史底蕴，

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3]。另外，中国的传统节日

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高职学校可以结合这些节日

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比如，在春节期间，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舞龙舞狮表演；在端午节期间，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包粽子

比赛等。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传统节日的历史和

文化内涵，还能亲身参与并感受节日的氛围和乐趣。

例如，学校组织汉字听写大赛，大力弘扬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在具体的活动组织过程中，以语文教材作为基础内

容，先在各个班级内部，进行小范围比赛，选出班级内的前

三名优秀学生，代表班级参加全校的主题比赛。在活动实施

中，可以分为三个环节，一是 8 组词语听写；二是 5 组词语

听写；三是古诗默写。活动中，教师朗读词语，学生快速写

出听到的词语，完成后举起题板，裁判出示正确答案。该比

赛采取积分制，根据学生获得的积分多少进行排名。通过采

取这样的活动，将传统文化很好地融入语文教学当中，在提

高学生古诗词掌握量的同时，又能够使其认识到汉字文化的

博大精深。另外，默写活动结束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古

诗朗诵比赛，让他们在朗诵中感受诗词的音韵之美和意境之

深；或者开展古诗解读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文言文的

句子结构和用词特点。

2.3 借助信息技术引入传统文化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中高职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也可以充分运用信

息技术，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教学内容与手段。互联

网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

教师可以推荐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网站、论坛或微信公众

号，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搜集和学习传统文化知识，

也可以利用在线课程、视频教程等资源，为学生提供更为系

统和深入的学习内容。多媒体也是非常有效的教学工具，教

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展示传统文化相关的图片、音频、视频等

内容，尤其是在教授古代诗词时，可以将古代的山水画作为

背景，播放古典音乐作为配乐，让学生更好地沉浸在传统文

化的氛围中，感受其魅力 [4]。另外，利用互动教学平台，如

智慧教室、在线课堂等，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互动机会和参

与空间，通过借助平台设计各种互动环节，如在线讨论、投

票、问答等，让学生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讨论。或者

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文化场景，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或闯关游戏等，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

以中职语文《青玉案•元夕》为例，在这首古诗词教

学中，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借助多媒体向学生介绍元宵节这

一节日的由来，以及元宵节的风俗习惯，使其能够直观体会

这一节日氛围。教师还可以利用课后时间，将“传统节日来

源”这一系列的微课视频，借助雨课堂平台，推送给学生，

使其在深入了解元宵节这一节日的同时，加深对我国其他传

统节日文化的了解，如中秋节、春节等。另外，教师还可以

布置课后作业，引导学生自行在网上查找有关传统节日的相

关资料，然后进行分类汇总，制作成 PPT，并在班级群中分

享，这样可以使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3. 结语

中高职语文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非常有必

要，不仅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还能够实现传统文

化的弘扬与传承。因此，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深入挖掘语文

教材中的传统文化资源，结合教学内容组织传统文化相关的

实践活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引入传统文化

等，有效促进中高职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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