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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儒文化人文情怀引入高职语文教学重要性浅析 
◆兰婷婷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58000） 

 
摘要：儒文化是我国历史文明格局中内在精神强韧的主根基，它重视社

会关系网络的人伦关系，重视人精神意志的独立、自律，对社会道德行

为有着深刻认识，在个体义务和大局观上有较为深入的探讨。高职语文
课程教育教学对象决定着语文这门课程起着辅助专业课程技术类人才素

质培养、人文情怀塑造、品行道德引导、个人与社会价值观正面形成的

重要作用。以儒文化中积极向上的人文情怀为线索，以历史为坐标，以
各时代优秀突出的文人墨客为背景，以其优秀作品为实例，解析大的精

神方向，教学从文字内涵解析延伸到价值领域引导，这样教学效果将不

仅停留在知识文化传递层面上，更能在素质培养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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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最新版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强调

要将我国职业教育打造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是职业院校
的开办、课程内容的设置要与我国国情相适，符合国家人才培养
走向，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需求紧密贴合，二是培养的职业类人
才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精神指引下的优质劳动者。目前，国家“一
带一路”的实施，对外交流越发频繁，中国优秀精神文化、中国
特色工匠精神、中国高素质技术人才走向世界也将成为必然。职
业教育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之一，高职院校在素质教育方面
也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上课堂，从教学中引导，传递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使素质培养和技能提升双管齐下，响应国家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职业院校的号召，紧跟学校文化软实力提升的
内在要求。因此，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上课堂，需要在教学、
教材上精心雕琢，将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层面的价值观作
为引领才能在人才培养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儒文化中优秀精神内核值得传承 
儒文化从孔子时代开始，对当时社会所起的精神震慑和意识

引导至今都作为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支柱起着重要深层次影响。
中国文人历来都带有浓厚的人文情怀，其作品正是抒发这一情怀
的主要手段，儒文化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其精髓重视社会关系
网络的人伦关系，重视人精神意志的独立、自律，对社会道德行
为有着深刻认识；在个体义务和大局观上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以
至最后上升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人文情怀。其重要内容：“仁爱”
“礼让”“孝悌”“智解”“诚信”“忠诚”等核心思想对于当时乃
至现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高职语文教材编写加入中国优秀人文情怀片段 
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中，诗歌选编是其中重要一环，中国古诗

词具有一字千金、一诗一世界的语言魅力，有着丰富的中华精神
内核。这门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在中国传统优秀的人文情怀引
领下更显示其重要、深邃。从三千年前的《诗经》开始，到“骚
体”的出现，后来的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这一系列的文学
形式演变、发展无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和魅力，传递的不仅
是当时的社会风貌、地理人文，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世代精神升华
的结晶。儒文化在这一演变、升华的过程中所起到更多的是推动、
引导、正面、深层次的。在整个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传统优质的
中华精神得以传承，并影响到从个体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历代文
人墨客们的作品中带有儒文化中济世平天下的家国梦，修身正己
的价值观，尽职、尽责、尽人伦的伦理观……这些都在对社会及
社会中的人有着潜移默化又深入细致的影响，以至于整个中华所
培养出的人，都具有大的人格，追求的是人生大道，历代文人志
士都拥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受到传统积极道德精神的正面影
响，他们既饱含忧患意识又有历史担当，这些正是这个社会需要
传递的重要的文化价值，是需要高度赞扬的精神内涵。一部文学
作品的选择，应是作者本人具备以上优秀品质，其作品又能反映
历史、社会、时代重要价值担当，将这些内容引入课堂，必然能
将学生知识习得和素质培养结合起来，双效齐下，事半功倍。教
学设计中突出精神内核方面内容，能潜移默化地将中国传统精神
文化传递给学生，使之影响到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如此，课程设
置既包含“中国特色”又有浓郁的知识内涵，教学效果既包含知
识文化内容又着有浓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质培养的色彩。 

三、语文课程教学实现知识习得、素质培养双效提升 
高职语文课程教学教学对象决定着语文这门课程作为基础

课程教学起着辅助专业学科素质培养、人文情怀塑造、品行道德
引导、个人与社会价值观正面形成的重要作用。一堂普通的语文
课，不应该是单纯的篇章解析、文本知识机械式提炼，应该穿插
浓墨重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以儒文化中积极向上的人文
情怀为线索，以历史为坐标，以各时代优秀突出的文人墨客为背
景，以其优秀作品为实例，解析大的精神方向，从文字内含延伸
到价值领域，这样的教学效果将不仅停留在知识文化传递层面
上，在素质培养中更能体现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