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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教育融入学前教育专业语文素养课程教学的策略研究
张云雷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1

摘　要：学前教育专业的语文素养课程作为高职高专五年制学前专业学生开设的语文基础必修课。课程结合基础模块、职业

模块、拓展模块。教师在讲授文章内容过程中，把励志教育融合到课程教学里，提高学生对所授内容的进一步理解和升华，

把教材中学习的知识同自己的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思想上与文学作品产生共鸣，对人生能有新的感悟。引导大学生在人生

抉择、是非对错上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通过励志教育融合进语文素养课堂教学中的实践，培养出思想向上、意志坚强、充满

正能量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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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励志教育的现状

高职高专初专起点的学前专业学生，录取分数线偏低，

踏入大学校门就进入了粗放式、松散型的学生管理模式，班

级里来自单亲家庭和隔代抚养的学生高达一半，成长中缺失

家长的正确引导和管教。缺乏自信、思想消极，学习倦怠、

部分学生价值观出现严重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学习

态度、情感、意志、思想等方面都需要教师给予正确的教导。

高职高专五年制学前专业学生属于初中起点的学生，年

龄普遍在 14 岁到 17 岁之间，处于青春期阶段，根据埃里克
森的人格发展学说，这个年龄的学生处于自我同一性和角色

混乱冲突阶段，给学生带来了困扰和混乱，造成人生的迷茫，

缺乏人生目标。帮助学生建立同一性，拥有优秀的意志品质，

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需要教师把励志教育融入课堂

教学当中。

二、语文素养课程实施励志教育教学策略

（一）励志教育与学生“三观”教育相融合

大学生励志教育属于德育教育中的一项，但开展的教育

活动多停留在辅导员阵地居多，加强励志教育应结合学科特

点走进课堂。语文课堂融合了历史、科学、哲学、文学等多

方面内容，非常适合对学生进行“三观”教育，学生要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一定离不开文学作品带给

学生的影响。所以优秀的文化传承势必在语文教学中普及和

渗透，通过语文教学帮助学生建立学习自信、重塑自尊、走

向自立。语文素养课并不仅仅是学习语文综合知识的阵地，

它也是传递人生真谛的摇篮、开启学生智慧的乐土。

（二）励志教育与职业理想相融合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需要考取教师资格证，才可

持证上岗。学业上遇到困难就想逃避或中途放弃，学习动力

不足，学习拖延等心理，使部分学生在校期间无法通过教师

资格证考试，导致就业不理想。尤其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后，学生将要从事幼儿教育工作，要面对

更多的学生，继续把自己的“三观”、情感态度、信念理想传

递下去。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规划大学生活、反思自身不足、

在学习中磨练意志，养成自主学习到自律生活的转变，为未

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经典文学作品赏析与励志教育相融合

高职高专语文素养课作为学前专业学生的文学基础课，

该门课程融合了文学作品赏析、写作、基础知识、主题拓

展交流实践活动等。语文素养课程使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

《语文》教材，选取的都是名家名作，包括古代诗词诵读，现

代文赏析，有助于学生认识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

精神、思想理念、道德规范。教师在讲授知识的同时，注意

挖掘教材中的励志精神，通过学生自身经历和理解，重新建

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核心素养和“三观”。

红色经典篇目选取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青年人

“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的使命和担当，融合励志教

育在里面，大学生对新时代的使命与担当，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读书，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者和建设者。

教材中遴选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课文，引导学生在文

本学习过程中，感受和理解敬业与乐业、坚守与创新等职业

道德、职业精神。赏析中提升职业素养，增强职业道德意识，

文学作品中榜样的力量激励大学生不断向上，为将来的工作

积累知识，奠基扎实的基础。

（四）多媒体影视作品赏析与励志教育相融合

当代大学生三观上受影视作品影响居多，影视作品比文

学作品在视听效果上更有冲击力，更加直观的形象塑造使观

众更容易接受，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经典文学作品原著改编

成影视作品的影音资源非常丰富，教师应多注意与课文主题

结合，选取制作质量精良的电影点评、记录片段等，作为课

前的导入，引发学生兴趣，或在分析课文内容中帮助学生提

炼文中隐含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所触动，

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从而自内而外的破茧成长。教师们

借助更丰富的素材呈现在学生面前，更容易吸引学生关注和

产生共鸣，从而走进学生心里。

（五）注重教材内容的挖掘和励志教育相融合

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文学作品中的榜样和身边的

榜样。使学生学会自律，让他们感受到越自律的人将来才能

越优秀。用榜样的力量去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珍惜青春时光。

语文教材中选取的文章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情感抒发。教

师在讲解课文前，可以通过课前布置作业的形式，让学生课

下搜集作者生平和简介，更多的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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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通过学生对作家们的了解，也可以获得作家们的成长

历程，教师就是学生身边最好的榜样和同伴，教师用自身的

人格魅力和人生阅历影响学生向自己学习，这些素材也可以

对学生起到榜样的激励作用。

（六）励志教育与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拓展和延伸

语文能力的的训练与文化熏陶融汇在一起，教材中《认

识历史 真爱青春 编织梦想——“设计未来”主题教育讨论会》
可以结合励志教育与学生共同讨论，设想未来。多关注和鼓

励学生成长中的变化，鼓励学生多表达和展示自己，把讲台

当成学生展示的舞台，让学生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与设想。

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课题研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思维模式。学生写作练笔的文章可以向学校校报，团刊

投稿，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时，要多关注提炼学生在文章中

的观点和思想。

（七）励志教育与成长性评价相融合

在励志教育与语文教学融合的评价，教师需要对每个学

生多细心观察，观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品质、学习方法

方面是否都在改进，而不是只关注学生的平时成绩的出勤和

考试成绩的卷面分数。多关注学生成长中的变化，及时给予

学生反馈，多次的正强化，可以巩固学生好的学习习惯，当

学生取得满意的成果，这种效能感会给予学生自信，使学生

有信心迎接下一挑战。所以教师在对学生的评价方面要以鼓

励有主，多发掘学生身上的优点。

三、结语

当代大学生在理想上缺乏理想和信仰，出现一批“空心

病”，“佛系青年”，对未来没有责任和担当，对人生缺少规

划，通过励志教育融合到语文素养的课程中，引导学生喜欢

上语文课，发现语文课并不是枯燥文字的罗列。它是一个个

陪伴于学生们身边的故事，从而走进学生的世界，改变学生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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