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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职德育中的价值 
◆杨德权  葛瑞影 

（柘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476200）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它可以为德育教育提供素材。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进中职生德育教育，有利于中职生人文素养的提

高，有利于中职生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有利于中职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有利于中职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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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岁月的沉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
值体系。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增大，世界再次把目光
投向东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了他们竞相追捧的对象。在
国家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中职生教育，体现其时代价值，意义重
大。 

一、有利于促进中职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当今社会对中职生有一种偏见，总是认为学习成绩不好，行

为习惯不良，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才会去读中职学校。简言之，中
职生整体素质不高。在中职学校德育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有利于促进中职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将政治、历史、哲学、法
学等人文学科中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德育课程传授给
学生，亦或渗透到中职生实践活动中，必将对中职生人文素养的
提高大有好处。 

职业教育就是为社会培养技能人才，中职学校同样承担着这
个重任。中职学校围绕市场需求，培养对口的技术人才，学生的
培养定位就是专业技能类。因此，在中职学校的课程中，专业课
和实训课必然会占用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无形中积压了中
职生人文素养教育的时间。当今社会培养的技能型人才不能只懂
技能，肯定少不了人文情怀，否则只会和社会脱节，不能很好地
融入到这个多元的社会。针对这个问题，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
进中职生教育，通过课程和活动的方式使之得以呈现，将优秀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学校德育的课程与活动中，让中职生在浩瀚
的文化海洋中遨游，汲取优秀思想和营养，培养中职生的人文精
神。俗语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中职生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同样
会提升自身气质，成为更优秀的劳动者。 

二、有利于中职生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 
人通常只关注外部事物，有时却很难正确认识自己。换言之，

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是一件人难的事。中职生的年龄一般介于
15—18 岁之间，这是一个躁动的年龄，他们社会经验严重不足，
却又目中无人、狂妄自大。以他们现有的认知，很难认清自己的
能力，属于自我认知不够。现在的中职生由于受其生活环境的影
响，他们大多没遇到过什么挫折，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产生不良
的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自卑和自负。如果中职生的心理健康出
现问题，轻则影响学业，重则影响人生发展。加强中职生德育教
育，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助于他们在深厚的传统文
化面前认清自我，明白按照中华民族的要求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
么样的人，然后通过加强自身修养逐步想自己的目标靠近。教育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效果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显现。德育教育
同样具备这种特征，德育工作者要做好充分准备，持之以恒。家
庭、学校最好也要参与到中职生德育教育工作中来，全社会拧成
合力，关爱中职生健康成长，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
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三、有利于中职生的全面发展 
中职教育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技能教育，它也是一种全面的教

育，包含教育的多种因素。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提出要建立全民学
习型社会，鼓励人民活到老、学到老。中职教育不仅为了为了考
取相应等级技术资格证，或者拿到毕业证这么简单，同样需要引

导学生朝着终身学习发展。让学生技能掌握技术，又具有人文情
怀，这样学生的发展才有长久动力。当今社会，中职生抑郁、自
杀的消息屡见报端，他们正值美好年华，为何会选择一条不归路。
笔者认为是他们精神层面出现了问题，他们经受不住这个压力，
无法忍受人生挫折，对生活感到绝望，最终选择结束生命。现实
生活也确实残酷，中职生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总认为
自己夹在农民工和大学生之间，高不成低不就。中职生较大学生
而言，他们往往会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中
职生德育教育，就能很好地化解中职生内心的困惑。中职生可以
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往哲先贤先贤身上汲取力量。
中职生也能像普通高中的学生一样，通过德育教育促进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甚至比普高学生更为优秀。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让
中职生认识善恶美丑，认清善恶是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和价值观。让中职生具有更强大的内心世界，理性看待人生得
失，做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德育教育才能走的更远，更坚定！ 

四、有利于中职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中职生毕业以后必然踏入社会参加工作，他们能否顺利融入

社会取决于自身是否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随着时代的
发展，人与人交往越来越频繁，人际交流成为人们一种必须掌握
的能力。高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特别是中职生表现更为
突出，部分中职生目无一切、狂放不羁、言语粗鄙、行为乖张，
可以说就是不和谐的代名词。这部分学生极易与同学、朋友，甚
至老师、父母关系紧张。一旦毕业踏入社会很难处理好人际关系，
严重者影响自身专业发展。 

中职学校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入德育课程，能较好地解决
这一问题，有利于中职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弟子规》中就
包含很多处理人际关系的内容，如兄弟姐妹之间要相互尊重（兄
道友，弟道恭）；说话、做事是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人有短，
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说话要讲诚信（凡出言，信为先）；
人与人交往不可嫌贫爱富（勿谄富，勿骄贫）；要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不盲目攀比（衣贵洁，不贵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
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对别人多一些赞美（道人善，
即是善）等等。如果中职生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这些优秀思想，
对于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
指导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生智慧。在新
时代要不断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将优秀传统文化应用到中
职学校德育教学，充分发挥其育人价值，以培养更多符合时代需
求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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