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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传统文化元素，焕发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活力
滕　强

（机械工程学校，山东 青岛 266601）

摘要：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传统文化元素灿若星海，其中蕴含着无尽的智慧与魅力。当前，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模式较

为固化，教师对学生进行授课时极少涉及传统文化的教学，致使语文课堂氛围较为枯燥，不利于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基于此，本文

将如何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中职语文教学中，并提出一些建议，借此提升语文课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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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职语文课堂教学若能引入传统文化元

素，必将迸发出更大的生命活力。中职语文课堂是传播、弘扬传

统文化的重要舞台，也是当前学生继承优良传统的重要途径。但是，

当前很多教师在开展语文教学时，未能深入研究将传统文化元素

融入自身教学之中，忽视了传统文化元素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积

极作用，致使语文课堂教学死气沉沉、缺乏生机。为转变这一状况，

教师应将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注入到语文教学中，借此给学生未

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帮助他们养成优良的道德素质，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这对提升中职语文课堂教学质量有非常大的帮助。

一、用信息技术引入传统文化元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这是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被应用

到各个领域之中，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也给中职语文教学带来了

新的机遇。在以往中职语文教学中，很多教师都用的“黑板 + 教材”

的模式进行教学，此种方式很难让学生提起学习兴趣，时间久了

以后学生会出现厌倦之情，难以将注意力集中到教师所教授的内

容上。因此，为提升教学质量，教师可尝试用信息技术辅助自己

开展语文教学工作。教师若能掌握熟练应用信息技术教学的方式，

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语文教学内容，从而让学生接触到更多不一

样的语文知识，提升其学习兴趣。

例如，笔者在进行日常教学时，会先在网上搜寻一些其他优

秀教师的授课视频，而后认真观摩、学习他们的教学模式，包括

课程结构、内容设计、重点知识导入等内容。此外，利用信息技

术，教师可将更加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引入到语文教学中。比如，

笔者在进行《鸿门宴》的教学时，为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刘邦当时

所处环境的危险，我给他们从网络下载了一段描写“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的视频，并在语文课上进行播放

二、结合传统文化组织课堂活动，构建良好教学氛围

自古以来，“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在我国广为流传，这个故

事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意义。因此，教师在开展中职

语文教学时，需将一部分精力放到构建教学氛围上，借此促进学

生语文学习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如何构建语文学习氛围？这将是

每位中职教师需着力思考的问题。结合以往教学经验，部分教师

善于利用课堂活动为学生打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经过一段时间的

尝试，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例如，在进行《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教学时，教师可组织具

有传统文化意味的课堂活动，为学生打造一个不同以往的学习氛

围。笔者在进行本部分教学时，组织学生开展了一场名为“负荆

请罪”的主题表演活动。在活动前，我先让学生结合教材内容设

计了表演剧本，而后帮学生确定他们要出演的角色。学生在推选

出了两位代表扮演廉颇和蔺相如后，活动便正式开始了。在学生

表演的过程中，我能深切感受到课堂氛围的变化，似乎有一股无

形的力量将学生们都紧紧绑在了一起，这股合力让学生能更深入

地探索文章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良好的学习

氛围是提升中职语文教学质量的催化剂，教师需不断努力优化构

建教学情境的方法，给学生提供更多更加科学、有趣、合理的活

动项目，学生的学习质量将得到很大程度提升。

三、结合传统节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我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这悠久历史中孕育了多种独具

特色、充满魅力的传统节日。这些传统节日像是一根无形的丝线，

连接了亿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情感，形成了一道无形的民族文化链

条。中职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可尝试将传统文化带入到自身

教学过程中，利用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丰富语文内容，加深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的民族向心力。

例如，笔者中秋节时，为学生组织了一场“飞花令”活动。

本活动我们以“月”为题，每名学生轮流说一句带“月”的诗词。

在活动中，学生不仅用到了以前学到的诗文，甚至部分学生还说

出了一些教材中并未出现过的诗词。这让我感觉非常欣慰，这也

从侧面证明了学生较高的自学水平。在学生比拼诗词的时候，我

利用多媒体给他们播放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小故事，从不同

角度丰富学生对中秋节的认知。这是一个不断优化学生语文知识

结构的过程，教师要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将此过程变得生动

起来，让更多学生乐于参与其中。利用此种方式，学生能对传统

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语文课堂的有效

性、趣味性，从而将中职教师的教学效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中职语文教学中不仅是当

前时代的要求，更是学生全面发展自身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基

于此，中职语文教师要将传统文化因素放在自身语文教学的重要

位置，并尝试更好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过程，借此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此外，为提升学生学习效率，教师可将一些精力花费

在构建教学情境上。教师若想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可将教学内

容与传统节日结合，进而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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