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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高职语文教学发生了明显变化。传统语文教学过于看重知识灌输，帮助学生掌握应试技能，而素质教

育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其实践能力。基于此，高职语文教学需要结合传统文化，打破教材内容的束缚，提高学生语言、文学等能力。

本文从高职语文学科出发，分析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的意义，并提出具体的结合路径，旨在构建高效语文课堂，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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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的结合，不仅可

以拓展教学资源，还有助于传承传统文化。语文学科是高职院校

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将传统文化渗透其中，可以帮助学生感知传

统文化，开阔其视野的同时，并激发其创造力。通过教学结合，

可以使学生更加喜爱传统文化，使其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保护环

节。

一、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结合的意义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高职教育中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注重培养学生良好价值

观念，引导其成长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传统文化蕴涵许

多德育元素，将该元素渗透到高职语文教学中，可以优化语文课堂，

提高教学效果。一方面，挖掘语文学科蕴含的人文内涵，可以培

养学生道德品质，使其形成自尊、自爱等良好品质，并健全学生

人格。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融入，可以优化语文课堂，保障学

生健康成长，并探究传统文化内涵，培养学生价值观念，展现出

潜移默化的作用，推动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二）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心

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课程，有助于优化课堂教学，培养学

生文化自信心。一方面，二者结合有助于培养学生育人理念，更

好地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发挥良好的榜样作用。另一方面，传

统文化的渗透，可以拓宽学生眼界，帮助其形成良好的文化观念，

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内容，并形成良好的文化自信性，为传统文

化的宣扬奠定基础。

（三）优化语文教学成效

高职语文教学内容局限于教材，学生很难熟练使用语文知识，

阻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的结合，教师可

以借助传统文化，拓展语文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开展学习，有效

弥补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帮助其感悟语文教材。另外，教师可

以把控教学核心，展现出语文蕴含的文化传承优势，保障学生语

文实践活动的开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二、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的结合路径

（一）丰富文化载体，探究教材内容

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教材属于文化载体，其中包含多样的传

统文化内容，教师可以关注语文教材，展示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

教师需要结合大纲需求，梳理与整合语文教材，并关注语文课堂，

渗透传统文化内容。例如，在教学有关《与妻书》的内容时，教

师可以开展引导活动，帮助学生了解该书信的特点，了解该书信

属于绝笔信。教师在语文课堂，需要重点探究语文教材，寻找其

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内容，切实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其中在课程导

入中，教师需要针对书信内容，进行创作背景的解读，帮助学生

感受革命者的家国情怀。同时在实际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使其感受作者对国家的爱，对妻子蕴含的情感，更好地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在课堂结束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使其积

极表露自身看法，更好地理解《与妻书》的主旨，帮助学生理解

传统文化内容。

（二）关注语文诗词，丰富文化资源

在传统文化中诗词占据重要地位，并丰富了高职语文教学资

源。其中诗词具有语言凝练的特点，可以帮助学生积累写作素材，

同时其中包含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在高职语

文教学中，教师可以讲解诗词内容，提高学生理解与鉴赏素养，

帮助其感悟传统文化内涵。例如，在教学《九歌·国殇》的相关

内容时，教师可以重点讲述诗词内容，帮助学生感受将士英勇抗

敌的场景，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另外，教师可以解读爱国主义，

并讲述有关诗词的创作背景等，帮助学生了解作者屈原的生活环

境，加深对古诗词的理解，探究诗词蕴含的传统文化，丰富学生

传统文化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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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群文阅读，拓展教学内容

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开展群文阅读，注重语文教学

内容的延伸，显著提高学生阅读数量与质量。群文阅读指的是教

材内容作为基础，拓展阅读内容。教师通过精读教材，并在课后

加以丰富，帮助学生理解语文知识，展示求同思想。例如，在教

学《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内容时，教师可以根据词牌名开展延

伸阅读，如《念奴娇·中秋》《念奴娇·梅》等，通过群文阅读

活动，帮助学生了解词牌名蕴含的格式、节奏等特点。另外，教

师可以结合学生兴趣，讲解苏轼的生平、著作等，帮助学生感受

到苏轼乐观的生活态度。其中相关群文阅读，教师可以选取《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题西林壁》等，帮助学生在群文阅读中，

真正走进诗人内心，加深对其情况的感悟。在课堂结束后，教师

需要关注学生选择的内容，明确学生感兴趣的方向，借此选择合

适内容，实施群文阅读，丰富学生的学习空间。

（四）创新教学方式，开展语文实践

第一，教师需要更新教学理念，从高职语文教材内容出发，

挖掘其中包含的传统文化，语文教学实践的开展，可以巧用嵌入

课堂，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同时，提高其语文知识应用能力。例

如，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设置讨论活动，引导学生讨论

生活中的文化冲突，并开展知识探究活动。教师从学生角度出发，

开展合理的分组，选择贴合传统文化的素材，并注重使学生形成

初步认知，其中在语文课前活动，教师可以结合任务，梳理语文

内容，并注重语文数据与内容的梳理，之后开展课堂分享活动。

其中在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环节，离不开文化资源的辅助，教师

可以根据我国茶文化、戏曲文化以及建筑文化等，丰富语文教学，

使学生获得更多的资源。同时，在语文课堂的实践过程中，教师

通过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非遗技艺展示，使学生亲身接触，帮

助其学习传统文化，并丰富语文课堂。

第二，教师需要关注高职语文教学，积极创新语文实践。其

中教师可以将学生兴趣、语文素养等作为基础，设置良好教学目

标，即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并创新语文实践，使学生

积极参与到语文活动中，培养其核心能力。高职语文实践活动的

开展，不仅有助于拓展语文教学内容，还可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

而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可以开展更好的文化熏陶与思政渗透，

推动学生良好价值观念的形成，并培养其个性化特征。例如，教

师可以结合网络资源，采取视频、图片等形式，丰富语文教学内容。

如《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综艺节目的播放，帮助学

生感受语文文化，并理解语文知识。另外，教师可以开展实践活动，

如飞花令、猜谜题等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培养学生知

识探究热情，使其感受到语文学科蕴含的魅力。总之，传统文化

融入高职语文教学，可以优化教学氛围，帮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

的同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感受，优化语文课堂，为学生健康成

长提供保障。

（五）开展多元评价，培养综合素质

评价是高职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融入传统文

化，教师可以开展多元化评价，帮助学生熟悉语文知识，为其全

方位发展提供保障。在高职语文课堂，教师从多个角度出发，分

析学生知识水平，并开展多方位评价，直观展现出学生情况，帮

助其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培养其综合素养。在高职语文教学中，

教师还可以借助小组、作业等形式，引导学生开展互动，加深对

传统文化内涵的感受，培养其实践素养。同时，教师可以鼓励学

生自主选题、实践等活动，使其结合传统文化，开展创新实践活动，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从评价层面出发，教师还需要关注评价指标，

并设置多项内容，如作业质量、思维能力以及课堂学习情况等，

开展综合评价，将学生情况直观展现出来，帮助学生认识自身存

在的不足，从而开展针对性优化。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课堂的结合，不仅可以提高

文化育人功能，还有助于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更好地传

承传统文化，提高教学长效性与系统性。在高职语文教学中，传

统文化属于重要教学资源，可以优化教学效果，并培养学生综合

素质。其中教师可以注重教材内容、开展群文阅读以及优化教学

评价等方式，更好地渗透传统文化元素，构建良好语文课堂，提

高学生课堂参与热情，保障语文教育的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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