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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田 华
保定市满城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河北 保定 072150

摘� 要：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教育新风尚。通过丰富教学内容，融入经典篇目与民俗

传统；创新教学方法，采用情境模拟与项目式学习；拓宽教学渠道，结合课外活动与网络资源；加强师资培训，提

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强化评价体系，确保教育质量。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传承民族精髓，促进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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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积累并传承下来的宝贵财

富，其内涵丰富多元，特点鲜明独特。内涵方面：以

儒、道、墨、法等为主要代表的哲学体系，深刻影响了

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儒家强调仁爱、

礼制与中庸之道；道家倡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墨家

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法家则重视法制、强化中央

集权。这些思想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思想

基石。文学艺术，包括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戏曲音乐

等多种艺术形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展现了中华

文学的高度成就；书法绘画则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传

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戏曲音乐则通过

唱腔、身段、音乐等手段，生动展现了历史故事和民间

传说。节日庆典，春节、中秋、端午、重阳等传统节

日，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内涵和民族情感。这些节日通过特定的仪式活动，如贴

春联、吃团圆饭、赛龙舟、赏月等，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和文化认同感。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伦理

规范，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提倡尊老爱幼、

诚信友善、勤劳节俭等美德。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对于

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际和谐具有重要意义[1]。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价值

2.1  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文化素养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它涵盖了知识、能

力、态度和价值观等多个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

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哲学

思想、文学艺术和伦理道德，是提升学生文化素养的重

要源泉。通过中职语文课堂对古诗词、文言文等经典篇

目的学习，学生能够接触到古代文学的精华，感受中华

文字的韵律美和意境美。这些经典作品不仅语言优美，

而且意蕴深远，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想象力，培

养他们对美的感知和鉴赏能力。在解读这些作品的过程

中，学生需要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作者生平以及时代

背景，这有助于他们拓宽知识面，形成跨学科的综合素

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如儒家的仁爱、

道家的自然观、墨家的兼爱非攻等，对于塑造学生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影响。这些思想能够引

导学生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

系，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使他们在面对

复杂问题时能够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还注重道德修养和伦理规范，强调“仁义礼智

信”等美德。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分析经

典案例、讨论道德议题等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

德观念，培养他们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2.2  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体对

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以及对自身文化

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

的精神家园和独特标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通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

所属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他们会被古代先贤的

智慧和勇气所折服，被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震撼，从

而产生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这种自豪感和归属

感能够激发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认同，促使他们更

加积极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不仅

仅是对自身文化的肯定，还包括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

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能够吸纳不

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格

局。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比较文学、跨文

化交流等方式，引导学生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和价值，

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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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促进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是指个体在身心、智力、道德、审美和社

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得到均衡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

重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综合提升，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和实践项目，如诗词朗诵、书法比赛、戏曲表演

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培养他们的艺术修

养和审美能力。这些活动还能够锻炼学生的组织协调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和

伦理道德观念，能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

为规范，这些思想和观念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

任感。这种道德教育的过程，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我认

知和自我管理能力，使他们在面对诱惑和挑战时能够保

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

3 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分析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分

析，可以观察到一系列积极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并

存。一方面，随着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

升，中职语文教学开始更加注重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许多中职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经典诵读、古

代文学鉴赏、书法、戏曲欣赏等相关课程，以丰富学生

的学习内容，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教材中也逐渐增多

了关于传统文化篇章的选录，从古诗词、文言文到民俗

故事、传统节日介绍等，为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教师们也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情

景模拟、角色扮演、项目式学习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升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尽管取得了这些进

展，但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面临

一些挑战。部分中职学校在资源投入和师资力量上尚显

不足，难以全面而深入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学生对于

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知程度存在差异，部分学生可能因

学习压力或兴趣转移而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学

习。由于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使得

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如何有效平衡

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3]。

4 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

4.1  丰富教学内容
在中职语文课堂中深入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当

代文学经典，可以采取多样且富有创意的教学策略来丰

富教学内容。以中职语文教材为例，当涉及到现代文学

作品如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时，教师可以设计一系

列教学活动，不仅剖析文中对西安城市历史、文化、风

土人情的细腻描绘，还可引入西安作为古都的深厚历史

背景、标志性建筑（如兵马俑、古城墙）以及当代城市

发展的新貌，通过图片、视频资料及现场连线当地文化

专家等形式，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感受西安这座城

市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同时，为了增强教学内容的

时代感和贴近性，教师可以将《西安这座城》与当代城

市文化保护、旅游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议题相

结合，引导学生思考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保留城

市的文化记忆与特色。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或实地

考察报告等形式，鼓励学生提出自己对城市文化建设与

保护的见解，培养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另外，为拓

宽学生的文学视野，教师还可以将《西安这座城》与老

舍的《想北平》进行对比阅读，探讨不同作家对故乡情

感的表达差异及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或者，引入古典

文学中的离别主题，如柳永的《雨霖铃》，通过诗词朗

诵、情感分析、意境再现等活动，让学生在古今文学的

交融中感受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情感的共同追求

与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与创造力，教师可以设计跨学科的教学活动，如将语文

与地理、历史、影视等学科相结合，组织学生创作以西

安或北平为背景的微电影剧本、旅游手册、文化海报

等，让学生在实践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体验中华文化

的多元表达与创新传承。

4.2  创新教学方法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针对经典诗篇李白的《将进

酒》，创造性地融合了情境教学法与信息技术手段，旨

在为学生打造一个既沉浸又互动的学习体验。首先，利

用高清投影与环绕音效系统，播放一段精心剪辑的视频

片段，通过动态山水画面与激昂的古筝乐，营造出李白

笔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

阔景象，以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

豪迈情怀，瞬间将学生拉入那个肆意挥洒、豪情万丈的

唐朝盛世。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探讨李白在《将进

酒》中表达的人生哲学与情感寄托，鼓励学生尝试用现

代视角解读这份跨越千年的洒脱与不羁。紧接着，开展

“诗词剧场”活动，学生自选《将进酒》中的诗句进行

剧本创作与角色扮演，特别是围绕“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等场景，展开生动的表演，让学生在

扮演中深刻体会李白那份超脱世俗、乐观向上的生活态

度。为了进一步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利用互联网平台

的丰富资源，引导学生搜集整理唐代其他诗人的豪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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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特别是与李白风格相近或形成鲜明对比的诗人诗

作，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进行对比阅

读。通过比较不同诗人的情感表达与艺术手法，引导学

生思考唐代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加深对李白及其

《将进酒》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的理解。

4.3  拓宽教学渠道
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

和形式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

课外活动和实践项目，如传统文化节、诗词朗诵比赛、

书法绘画展览、戏曲表演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为学生

提供展示自己才华和学习成果的平台，还能够增强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4]。学校可以与社区、文化机构

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项目，如组织

学生参观博物馆、文化遗址等，让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文

化的魅力和价值。学校还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来拓宽学生

的学习渠道，如引导学生浏览传统文化网站、观看传统

文化视频等，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也能够自主学习和探究

传统文化知识。

4.4  加强师资培训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的专业素

养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学校应高度重视师资培训工作，定期组织教师进行传

统文化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可以包括传统文化的历史背

景、基本理念、核心内容等方面的知识介绍；也可以包

括传统文化教学方法、教学策略等方面的实践指导。通

过培训，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的内

涵和价值，掌握更加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提升

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学校还应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传

统文化研究项目和学术交流活动，以不断拓宽自己的学

术视野和知识面，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

支撑和实践指导。

4.5  强化评价体系

强化评价体系是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必要环节。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有助于及时发

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推动传统文化教育

的持续改进和优化。在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方面，应

注重全面性和多元性。除了传统的考试成绩外，还应关

注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实践活动参与度以

及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情况等多个方面。通过多维度、

多角度的评价方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

学习状况和成果。在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方面，则应

注重过程性和结果性的结合。不仅要关注教师的教学计

划和教案设计是否合理、教学方法是否得当等方面的问

题；还要关注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和反馈情况等方面的

信息。通过综合评估教师的教学表现和学生的学习成

果，可以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促进

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能力。

结束语

中职语文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不

仅丰富了教学内容，更激发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

探索。它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文化的传承与灵魂

的滋养。展望未来，愿每一位中职学子都能在语文学习

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传承与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使者。

参考文献

[1]高伟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渗
透策略[J]. 新课程,2022(44):20-21.

[2]邢李,宋安冉,李月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
中的发掘与传承-评《文·道--语文学科[3]彰显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课堂教学实践研究》[J].语文建设.2020,(10).88.
DOI:10.16412/j.cnki.1001-8476.2020.10.029 .

[4]陈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渗
透[J].华夏教师,2021(29):29-30.DOI:10.3969/j.issn. 2095-
3267.2021.29.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