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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研究

李丹

贺州市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广西贺州，542899；

摘要：为了提升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思政育人实效，文章从课程思政视域切入，深入剖析了当前中职语文古诗

词教学中存在的学习热情不足、思政挖掘浅显、教学模式僵化、价值转化有限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

情境导入激发兴趣培育文化自信、以典型人物为切入渗透职业精神、以专业特色为依托强化技能实践、以情感共

鸣为基础深化思政价值内化等教学策略，旨在全面提升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质量，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

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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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中职语文古诗

词教学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知识

传授的功能，更肩负着培育学生文化自信、职业素养和

价值观念的重要使命。然而，目前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

仍面临诸多挑战，探索课程思政视域下的教学策略创新

已成为当务之急。通过研究相关问题与对策，可为提升

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质量提供有益借鉴。

1 课程思政视域下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

1.1 学习热情不足，文化自信缺失

中职学生普遍存在对古诗词学习兴趣不足、学习积

极性不高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古诗词晦涩难懂、

脱离现实生活，难以引起情感共鸣。长期以来，受应试

教育影响，古诗词教学过于强调字词句的解释和背诵默

写，忽视了诗词鉴赏能力的培养，学生难以真正领略古

诗词的意境美和艺术美，无法对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认同

感。此外，部分中职学生文化基础薄弱，对古诗词的字

词理解存在一定困难，教师未能有效帮助其突破古诗词

阅读障碍，导致学生在屡屡受挫后对古诗词学习失去信

心，难以激发学习古诗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动

力，从而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

1.2 思政挖掘浅显，育人融入生硬

部分语文教师对古诗词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未能充分认识到古诗词中丰富

的爱国情怀、高尚品德、进取精神等思政内涵，课堂教

学中对古诗词思政元素的挖掘流于表面化。同时，面对

如何将思政教育与古诗词教学进行有机结合，许多教师

缺乏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实践中生硬地将思政内

容附加在古诗词讲解中，缺少古诗词内容与思政元素的

内在关联，割裂了古诗词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

这种缺乏针对性、缺少融会贯通的教学方式，不仅影响

了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兴趣，也削弱了思政教育的感染

力和说服力，难以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1]
。

1.3 教学模式僵化，职业特色淡薄

目前，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普遍存在教学模式单一、

缺乏创新的问题。教学过程中，教师讲解占据主导，以

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现象较为普遍，学生被动接受

知识，缺乏参与感和获得感。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未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教学

内容和方式缺乏与中职学生职业特点的有效联系，未能

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未来职业需要设计教学活动。教学

脱离学生的职业视域，学生难以感受到古诗词学习与自

身专业成长和职业理想的关联，难以激发古诗词学习的

职业认同感和获得感，使得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大打折扣。

1.4 解读止于表象，价值转化有限

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实践中，教师对课文的解读大

多停留在字词句的表面理解上，偏重于对诗词意象的解

释阐发，对作品深层次的思想内涵、道德价值挖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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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何引导学生透过诗词意象把握作品背后的人文精

神，进而内化为崇高品德追求、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引

领不够重视。课堂教学“重智育、轻德育”，对优秀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爱国情怀、高尚品格、进取精神等思政

因子的凸显和升华不够，未能充分发挥古诗词育德润心

的独特作用。学生在反复记诵背诵中，难以真正实现由

“知”到“信”“行”的思政价值内化和践行，古诗词

教学的精神感召力和道德教化功能发挥有限。

2 课程思政视域下中职语文古诗词的教学策略

2.1 以情境导入激发兴趣，培育文化自信意识

中职语文教学应着力构建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生活

实际的古诗词教学情境，通过多种形式丰富学生的感性

认知，激发其学习兴趣。教师可通过展示与古诗词意境

相关的图片、音乐，营造身临其境的艺术氛围，引导学

生在浓郁的诗意氛围中感受古诗词的意境美与艺术美，

领略中华诗词之美，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其探究古诗词、

了解传统文化的欲望。与此同时，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

在古诗词学习中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学生对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引导学生树立传承发展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意识。

以杜牧的《过华清宫》为例，教师可利用多媒体展

示盛唐时期华清宫的图片资料，配以古琴曲《梅花三弄》

渲染意境，引领学生在如诗如画的意境中感受诗人笔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壮丽景象，在

潜移默化中对盛唐气象与传统文化产生向往。进而引导

学生思考，正是唐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

大背景，才造就了诗人笔下热闹奢华的场景，古诗词中

所展现的文化繁荣昌盛，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结晶，是

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文化瑰宝。教师还可进一步引导

学生思考，今天我们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在传承创新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焕发时代光

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2]
。

2.2 以典型人物为切入，渗透职业精神培养

教师应引导学生在了解诗人生平事迹、品味诗词意

蕴的过程中，感悟诗人身上所体现的敬业精神、专注品

格、坚韧意志等可贵品质，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职业素养

和行为准则。教师可选取诗人身上体现爱岗敬业、专心

致志、锲而不舍等职业素养的典型事例，引导学生思考

这些品质对于实现个人价值、助推专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引导学生将古代先贤身上彰显的职业操守与现实工作

情境相结合，内化为自觉的行动自觉，将优秀传统文化

中蕴含的职业价值观转化为行为实践，做新时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在教授《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一课时，教师可重

点介绍苏轼宦海沉浮却初心不改、坚韧不拔的传奇人生，

引导学生体会他面对人生挫折和不公时所表现出的达

观豁达与乐观向上，正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

儋州”，苏轼一生坎坷，却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与

此同时还要引导学生领悟诗中“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感悟诗

人笑对人生风云、心胸开阔豁达的高尚情操。通过反复

吟诵和深入讲解，教师还可引导学生体会苏轼诗中所蕴

含的爱国情怀和民胞物与的情怀，一个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作为新时代的技术技能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苏轼

身上彰显的忧国忧民情怀，立足岗位，敬业奉献，为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2.3 以专业特色为依托，强化技能实践体验

中职语文古诗词教学应立足学生专业特点，创新教

学形式，开展富有专业特色、突出职业技能的古诗词实

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强化人文素养与专业技

能的融合。教师可依托古诗词内容，结合学生所学专业，

精心设计书法、插花、茶艺、香道等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在专业技能实践中领会古诗词的意境美和艺

术美。同时，教师还可组织学生开展吟诵、配乐、创意

表演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提升语言表

达能力、审美能力、合作能力等职业素养，促进学生综

合职业能力的提升。

以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为例，该诗

词表现了词人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和亡国之君的哀愁。教

学中，可先让学生畅想“雕栏玉砌”的精美建筑，想象

宫殿的恢宏气势，联系建筑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引导

学生欣赏故宫的飞檐画栋、汉白玉雕栏，领会古人的建

筑智慧。教师还可让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依托该词意境，

以小组为单位，利用所学的茶艺、插花技能，布置具有

江南婉约风情的茶室，进行“昨夜东风”主题茶会，创

设具有诗词意境的美学情境。在茶会中，可请语言表达

能力突出的学生吟诵《虞美人》原词，并畅想李煜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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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所见所闻所感。通过茶会情境再现，教师引导学生

在亲身体验古典诗词意境之美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

升文学修养，在动手实践中强化人文素养与专业技能的

融合。

2.4 以情感共鸣为基础，深化思政价值内化

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在反复吟诵、细细品味中走进

诗人的精神世界，感悟诗人的真挚情感，引导学生将这

种情感升华为爱国爱民、恪尽职守、开拓进取的价值理

念。同时，教师还应注重引导学生将古诗词中倡导的高

尚情操内化为自身行为习惯，将“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外化为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奉献

社会的实际行动，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

以杜甫的《登高》为例，该诗表达了诗人登高远眺、

怀古伤今的复杂心绪。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反复

吟诵朗读的过程中细细体味诗人登高远望时的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感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中诗人面对苍茫江山所萌发的悲慨之情，体会“万里悲

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所表现的诗人飘零漂泊、

困顿潦倒的人生际遇，引导学生理解诗人心中的忧国忧

民之情和报国无门的苦闷心绪。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

生领悟杜甫虽身处逆境却不甘沉沦、砥砺前行的进取精

神，正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虽当时

怀才不遇，却始终没有放弃报效国家、振兴华夏的理想

抱负。通过对《登高》的深入解读，引导学生将诗人的

家国情怀内化为自身追求，培养学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推进中职语文古

诗词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创新教学方法，深化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强化职业特色

融入，切实提升古诗词教学的育人实效。未来，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深化校企合作机制，探索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职语文古

诗词教学新模式，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技术技

能人才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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