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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化重现生机——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
罗　敏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五千年的历史沉淀下形成的独特民族符号，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

的传承，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增强学生思想的深度。因此，本文就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策略展开探究，分析将传

统文化和中职语文教学融合的意义，并分析将传统语文融入中职语文教学的路径，希望以此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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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

的文化，是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

文学史上的瑰宝。古人曾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言尽了我

国传统文化的含蓄之美。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提升文化素养具

有重要意义，孔子就曾经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

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迹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

之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流传出来，这

些文学作品既体现了古人在遣词造句方面的技巧，同时又寄寓了

古人的精神追求，正所谓“诗内乾坤大，词中日月长”，中华传

统文化是我们灵魂的栖居地。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承载了古代文人在语言

应用方面的方法和技巧，学生阅读传统文化作品、学习传统文化，

能够从传统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提高语文素养。将中职语文教

学与传统文化有效融合，是语文教学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的必然路径。

一、语文教学渗透德育教育的意义

（一）增加学生阅读量

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工作中，学生会接触到大量的传统

文化作品，增加阅读量，进而提高语文修养。莫言曾说：“如果

一个人不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

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而所谓的对语言的感觉，只能从大量的阅

读中获得。”经过大量地阅读传统文化作品，学生获得一种对语

言的感觉，掌握语言的规律，进而强化阅读能力，由此可见融入

传统文化对于语文教学的意义。

（二）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价值观和文化追求。今天，在素质教育理念下，教育工作以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为重要目标，而语文素养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自

古以来，文人学士的才名无一不是博通古今。例如范仲淹世称范

文正公，因为他引领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之风而赐谥号“文

正”，司马光评“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将传统文化融

入语文教学工作，就是重在挖掘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和思想，让学

生在阅读范仲淹的诗词作品时，能够读出“回头谏诤路，尚愿无

壅遏”中寄寓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从“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

中读出范仲淹的浩然正气。在中职语文课程中融入传统文化，使

得学生的文学素养更深厚。

（三）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

通常来说，文学的价值在于其承载的文化和精神内容。我国

古代倡导儒家思想，《论语》是古人读书必读的一本书，书中讲

述了儒家“仁”“善”的核心素养；在《孟子》这本书中，学生

可以领略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在读诸葛亮的《出

师表》时，学生被诸葛亮身上忠贞的精神所打动。总之，融入传

统文化教育，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学作品中寄寓的中华民族

的精神内涵，将民族精神融入学生骨血之中。传统文化作品中有

很多渗透人类真善美的文章。读教师通过运用这种文章对学生进

行道德教化，比空谈许多大道理管用得多。

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各种思想成果和文化艺术的综合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体现在经典诗文、戏曲、音乐、

绘画、书法等文化外在表现形式上，而且还蕴含着诸如“仁义礼

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等内在的伦理规范方面。传统

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殊的教化功能正符合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要

求，在中职学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传统文化在中职语文课堂的渗透策略

（一）打造教学情境，品味传统文学作品

传统文学作品善于运用丰富的物象，营造特定的情境，在情

境中达到抒发情感。例如，南朝文学家刘勰就曾提出“诗是一种

对外在事物有感而作的作品”的观点，《诗大序》中有一句话：“情

动于中而形于言”，证明诗歌是诗人“感物所动”而作。这说明，

像诗词这样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外在表现，它们

语言简练含蓄。但是学生在学习现代汉语的时候，却不太了解古

人的逻辑，因此，在阅读传统的文学作品时，会遇到一些困难。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多媒体技术能够创设生动的教学情

境。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利用多媒体手段，

创造出一个生动的教学环境，使学生对传统文化生成更深刻的认

识，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比如，王湾《次北固山下》描写了作者乘船南下时所见的壮

观景象，其中有几句诗是这样写的：海面十分平静，海水一直延

伸到海岸，小船在风中飞驰，太阳从海上升起，昨日已逝，春天

踏着旧一年的足迹赶来。对学生而言，因为缺乏对类似的景色的

观察和体验，因此他们很难想象出作家所描绘的风景画面。因此，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向学生们呈现这首古诗中

所描述的江南的美景，使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到山水的壮阔与美丽，

并结合自己的感想，来分析诗歌所抒发的情感。

（二）挖掘作品的精神内涵，培养学生民族精神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都很强，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发掘其内在的精神意蕴，

引导学生养成健康、向上、积极的人格。如：引导学生学习《论语》

时，将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与现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结合，在让学

生思考如何成为合格当代青少年，指导学生做好学习规划和生活

规划；在学习《离骚》这篇楚辞时，引导学生学生分析辞中屈原

的爱国情怀，欣赏屈原的纯朴、崇高的品格，引导学生学习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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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爱国热情；阅读《史记》时，引导学生分析司马迁为了实

现自己的理想而忍辱负重的决心；让学生理解司马迁坚持传承中

国历史文化的决心，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在学习毛泽

东的诗作时，让学生对比革命年代和今天的生活，引导学生感受

革命年代的艰辛岁月，让他们学会感恩。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

以给学生拓展诗歌内容，挖掘与诗歌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让学

生了解历史、文化，还可以突出诗歌在思想教育上的功能，让学

生体会中华传统礼仪之美、思想之美。语文作为与中华传统文化

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在当下，语文教学应当深挖传统文化，

承担起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

把传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不仅要提高中职语文的综合

素质，更要向学生传递国家精神，使他们了解到在文学作品背后

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价值。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引导学生了

解中国文化，让他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国家荣誉感，从而增强民族

自豪感，从而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三）扩展课外传统文化资源，开阔学生文化视野

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教师们只能带着学生们去了解其中

的冰山一角，真正把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的生活，教师需要引导学

生养成自主阅读、自主学习传统文化的习惯。对此，教师要做好

两项工作，其一，引导学生选择适当的阅读材料，其二，教会学

生正确的阅读方式。在新媒体时代，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对

学生的影响相对较大，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中不乏优秀的平台。教

师可以向同学们推荐几个好的微信公众号，让他们在闲暇之余阅

读微信公众号上推荐的文章，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也可以组织班上的同学们建立自己的微信，每周都要发表一篇有

关传统文化的文章，由学生自主撰写，教师们每周对学生的作品

进行点评，指出他们的进步和缺点。

例如，可以在课上组织一次“感觉 - 表达 - 描绘我的国家”

的实践活动：向学生提问：“你眼中的传统文化”；通过这种方式，

使学生的专业知识与优秀的文化知识相结合，使学生主动地“动”、

快乐中“做”，享受下“学”，达到了知识、技能、文化（素质）

三者的高度结合。

（四）教师强化传统文化素养，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是古代文人墨客寄托人

生理想和人生追求的一个重要阵地。学习古诗词，学生不仅要了解

诗词的字句，还要了解诗词的韵律、表现手法等一系列的综合知识，

这是对一个人的文学修养的极大考验。所以，要想把传统文化教好，

首先要有深厚的古诗词文化修养。古诗词浩瀚，蕴藏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就算是专业的教师，也要花费一番工夫才能看懂。但是互联

网资源为教师提供的大量学习资料，为教师拓展自身素质提供了机

会。教师应学习利用网络资源补充和丰富自身的知识。

在中职语文与传统文化融合的进程中，如何将传统文化知识

进行融合，如何挖掘其内涵，是一个难点。因此，加强教研活动

是必要的，教师之间要相互交流，相互吸取经验，在教学中有的

放矢，提升语文教学效率。通过教研活动，教师整合教育资源，

打造立足学生主体、拓展学生综合审美能力的课堂，提高语文教

学质量。另外，针对古代诗歌的特点，教学手段还应该灵活多变。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诗词教学，要拓展诗歌内容，将教学内容和学

生生活进行联系，增强学生想象空间和理解能力。

（五）传统道德故事引进到语文教学中

在中职语文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教师可以将传统的民俗、美

德故事融入课堂中，使学生更易于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逐步提

升其道德品质。教师可以从语文课内和课外读物两方面着手。首先，

教师根据课文的内容，穿插一些有关民俗文化的故事，让学生在

课堂上感受到传统的行为，比如在《劝学》这篇课文中，教师可

以将先秦时代的教育背景展示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先秦学子在艰

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中所经历的艰辛，再结合荀子所描写的学习态

度和学习方式，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到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

式。其次，教师要充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课堂上，根据课

程内容向学生介绍忠报国之类的传统民俗故事，让学生在轻松的

氛围中强化语文素养，推动传统文化和中职语文教学的结合和实

践。

以白居易《琵琶行》为例，其生平与创作背景对古诗解读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知人论世”的说法。而要了解白居

易创作此词的背景，其关键之处在于正文《序》中的“左迁”一词。

那么，教师就要向学生们介绍中国古代“贵右贱左”的传统说法，

而“左迁”则意味着被降级。基于这一点，教师既能拓展学生的

知识面，又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

（六）融合传统节日拓展语文知识

每个传统的节日都有着深刻的含义。比如端午节是为纪念屈

原而设立，比如中秋节有关于嫦娥奔月的故事。每个节日都承载

着远古时代的人们寄予的某种期望或者祈求，而每一种风俗的诞

生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学生们都会过传统节日，所以，当教室在

课堂上解释了传统节日的习俗及文化内涵后，学生会觉得知识内

容非常有趣，会主动去探究传统节日。教师可以让学生自行查找

资料，整理的由来和独特的历史，使他们能更好地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

比如：学生可以自行查阅资料，了解七夕的由来，牛郎织女

的故事流传了数千年，美轮美奂，让人回味无穷，尤其是那些正

值青春年华的中职学生，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对爱情的向往让

他们真正感受到七夕的魅力。又比如，学生在阅读端午的资料时

遇到屈原——一位爱国诗人，学生胸中的爱国之情随着对屈原的

深入了解变得空前强烈，民族情感也空前高涨。

三、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途径。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运用到中职语文教学中，

是改革中职语文教学的关键。无论是从增强学生语文素养还是从

培养学生民族精神方面考虑，教师都应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在中职

语文教学中的作用，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中职语文教师要把握好传统文化的特征，

了解和接纳传统文学作品的能力，设计出一套科学的教学模式，

强化中职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渗透，从而提高中职语文的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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