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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课程教学的创新路径
黄艳婷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它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血液之中，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优秀的民族精神，涉及思想、道德、审美等各个方面，将其融入高职语文课程教学之中，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

拓展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兴趣，同时还能够促使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知，为他们未来

实现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对此，本文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课程教学中的创新路径进行简要分析，希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

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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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 5000 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

成的一种独特的、具有强烈代表性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民族文

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的发展和沉淀，它已经深植于中

华民族的心中，烙印在民族灵魂之上，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基

石，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始终保持长盛不衰的奥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涉及多个层面。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强大的精神力

量。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先贤经过大量的实践和探索，

积累了海量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比如说儒家的“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舍生取义”道家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法令者民之命也，

为治之本也”“正本清源、立法治国”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的核心内容，不仅指明了人生发展方向，明确了为人处世

的准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个体发展、

民族繁荣提供了精神源泉。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

审美元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艺术，比如瑰

丽的唐诗、淡雅的宋词、绮丽的戏曲等，这些都是民族优秀文化

的瑰宝。这些文化艺术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强化了审美

能力，同时也反映出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方式和情感表达，极大

地丰富了民族的文化内涵。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了大

量优秀传统技艺。比如说精美的瓷器、旖旎的丝绸、典雅的漆器、

精致的金银器等，这些不仅体现出当时匠人精益求精的工艺手段，

同时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展现，是承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将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形式、技艺以

及创造力呈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以及民族的繁荣发展。

对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课程教学之中，对

于促进高职学生未来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高

职语文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以及学生学情，将优秀传

统文化灵活渗透到语文课堂教学之中，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打

造高职语文课堂教学新局面，从而培养他们人文素养，使学生们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民族文化自豪感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加速了全球化

的进程，各个国家、区域的文化开始不断融合，相互影响。作为

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此环境下，应该要形成

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此才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国传

统文化，使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传统优秀文化

渗透到语文教学之中，可以拓展学生的文化认知，在学习语文知

识，了解外国文化的同时，使他们掌握更多我国的优秀文化，从

而促使他们形成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这对于他们未来学习

和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将其渗透到语文课堂教学中，

不仅能够传授学生语文知识和技能，拓宽视野，同时还能够在传

统文化的启发和引导下，树立远大目标和理想，形成正确的思想

观念和价值认知，塑造优秀品格，为他们未来就业和发展提供强

大助力

（二）促进高职语文教学改革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历史知识，

将其渗透到语文课堂教学之中，不仅能够拓展教学内容，激发学

生兴趣，改善原本枯燥、乏味的课堂氛围，同时还能够传授学生

历史文化知识，强化他们的认知，使他们在学习语文知识的过程中，

受到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从而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思

想观念和价值认知，促进他们全面发展。此外，受到传统教育观

念的影响，部分教师在以往语文教学中往往更加关注和重视语文

知识、技能方面的教学，而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教师可以根据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学情，对教学模式以及手段进行优化和

改革，使学生们能够深刻体会到语文魅力的同时，更为有效地提

升语文课程教学效果，培养他们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

（三）塑造学生高尚品格

教育的意义就是通过一定的形式，使社会中成员具备一定的

文化，并且了解、认识到社会中的秩序、规则，在规则、秩序中

提升自身的能力，完善自我认知。语文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以时间为线索，探究中华历史前行的

动力与轨迹；以历史为背景，感受传统文化的价值；以人物为焦

点，探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感受

来自道德、品质的力量这对于仍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来说是非

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优化人类的生命质量。回

顾世界各国的历史以及文明，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中唯一没有中

断的文化，它对人民的滋养和教化一直都在默默地进行，在精神

上抚慰人们的心灵，在行为上指导人们的行动。一个优秀的人，

除了它具备良好的生存技能、专业能力之外，还要具备其他方面，

比如说高尚的道德品质、向上的生活态度、高洁的人格操守等，

这些都是一个优秀的人所必须具备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课程教学的创新路径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奠

定基础

1. 加强教师师德建设

师德是教师开展教学育人工作的根本。中华民族在师德修养

方面非常重视，从古代的孟子、孔子到现代的教育家蔡元培、陶

行知等，他们都对师德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

教育主张。他们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教师，更是善于育人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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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这是教师的重要使命，一个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

不仅要重视知识的传授，同时也应该积极承担育人使命，只有这

样才能够培育出品格优良的学生。因此，高职院校有必要加强教

师师德建设，提升教师师德修养，为更为有效地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奠定基础。首先，教师应严于律己，恪尽职守。作为一名

高职教师，应将“言传”与“身教”、内修与外修进行有机结合，

事事处处为学生做好表率，不仅要在学业上做好他们的引路人，

更要在人生道路上做好他们的榜样。其次，善于学习，立德树人。

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高职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利用

多种渠道和方式，不断学习新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历

代先贤身上学习新知，通过不断学习，实现自身综合素质的不断

提升，从而更好地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教学之中，进一

步促进高职学生全面发展。

2. 提高教师传统文化修养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参与者，在将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高职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是

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关键和前提。对此，

为了更好地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对语

文课程性质进行精准把握，强化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掌握丰富

的传统文化知识。对此，首先，教师应学习历代著名教育家的教

育思想和方法，从其中汲取养分。比如，教育家孔子的“因材施

教”“温故知新”“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和方法，这些对现代

语文教育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其次，教师应对国内外重要教育思想著作进行研究，并且将

其作为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的有效方式之一。例如，积极阅读《论语》

《教育漫话》《终身教育引论》等经典著作，从中不断汲取先进

的教育理念、思想以及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教学之中，并不断进

行反思，以此形成自身的独特教育思想。

（二）深挖教学内容，提升传统文化教育实效

高职语文课程中蕴含着大量传统文化元素，是开展传统文化

教育的有效载体。然而部分教师片面地认为教学内容中传统文化

元素贫瘠，无法顺利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教学之中。对此，

教师应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度挖掘，提炼其中传统文化元素，并将

其与教学内容进行有机结合，以此，不仅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

生兴趣，同时也提升传统文化教育实效，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1. 充分利用教材中的传统文化资源

语文教材是高职院校开展语文教学的主要依据，这同时也是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媒介。就当前高职语文教材而言，其中

编选古今中外各种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每一篇范文都具备深厚

的文化教育价值。比如，《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展现出诗人屈原那高洁的灵魂和远大的志向；《过

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展现出文

天祥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爱国情怀；《孔雀东南飞》中的“孔

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则展现出一位对爱情坚贞，对长辈孝顺，

勤劳勇敢的女子形象。通过学习这些文学作用，感受到文字间的

情感氤氲，不仅使学生学习和掌握语文知识，同时还能够强化他

们的认知，形成高雅的品格。教师应引导学生们探究这些文字背

后蕴含的深刻情感和内涵，体悟作者的内心世界，从而有效培养

他们语文素养，使他们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2. 深挖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地方传统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地

方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色彩，这些色彩共同组成了一幅绚丽的民族

文化画卷。从北方的京剧、皮影戏，到南方的粤剧、滇剧；从西

部的藏族唐卡、玉石雕刻，到东部的扬州剪纸、苏州评弹等，无

不展示地方文化独有的魅力。将这些地方文化融入高职语文教学

之中，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

时还能够丰富教学内容，使其更具魅力和独特性。例如，教师可

以借助多媒体方式，将地方优秀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拓展学

生知识范围，提升文化教育效果。

（三）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高职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

他们肩负着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对此，教师应

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激发学生兴趣为导向，通过

多种方式和手段，构建高职语文教学新局面，使他们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在传授学生语文知识的同时，培养他们文化素养，

为他们未来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信息手段辅助

当前，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潮流趋势。在此背景

下，教师不妨立足信息化的时代教育形式，积极依托多媒体、微

课以及网络等手段来对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加以形象呈现，

从而打造一个视听一体化的语文讲堂，让他们能够在寓学于乐当

中获得更多学习收获。例如，在讲授《登岳阳楼》时，教师可依

据信息手段之便，展示一些关于岳阳楼的照片以及历代文人墨客

的提笔，让学生能够在风景图片的辅助下以及他人文笔的对比下，

感受到诗歌当中的真情实感以及文化魅力。

2. 开展小组合作探究

在推动传统文化渗透的过程中，教师开展小组合作探究，让

学生能够在集体之力的推动下，去探究传统文化之魅力，感受其

中之深意。例如，在讲授《〈论语〉十二章》时，教师首先可结

合学生在性格习惯、兴趣爱好、语文基础以及学习能力等方面的

实情，在班内划分出多个 4—6 人的古文小组，然后，教师可以让

学生说一说自己所了解的《论语》内容和儒家思想，在此基础上，

引出“仁”“礼”“义”等儒家核心素养。接着，教师可让各个

古文小组结合这些思想去找到对应的章节，然后结合自身的生活

经验以及理解，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和阐释。最后，教师可指引

他们依次阐述自身的大难，并结合其中的不足点与闪光点进行总

结式的点评。如此一来，不但能够深化他们的古文认知，而且还

能助力他们深挖其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意蕴，为他们良好价值观念、

品质意识的塑造奠基，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结束语

总之，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教学中对高职学生未来

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此，教师应积极围绕传统

文化渗透工作来对语文教学设计和模式加以革新，从而打造一个

素质化的语文讲堂，让学生不但可以学到有用的语文基础知识，

而且还能从中获得价值观念、品德意识的发展，为他们的健康成

长做好奠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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