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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属于不同的学科范围，但是二者既有明显的区别同时也联系十分密切，大学语文课

程拥有十分独特的教学资源，能够有效地提升思想政治融合效果，针对高职学生开展潜移默化的思政教

育，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本文主要分析了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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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Chines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elong to different disciplines, but they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and close ties. College Chinese courses have very unique teaching resourc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carry out lat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ffectiv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Chinese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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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创新发展，对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高等职业教育

机构能够重视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水平。大学语文课堂是让学生们通过学习语文

知识来获得语文综合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格修养，并且还能够潜移默化地起到培养审美能力、传承发扬

文化的效果。在大学语文课堂上开展思政教育手段，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水平。 

2. 大学语文教学特征 

2.1. 人文情怀 

语文知识是来源于社会历史发展，受到了人类生产生活以及历史发展的影响[1]。语文知识内包含历

史发展的文化沉淀，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语文需要体现出人文情怀，其中内容包

含有社会文明和文化历史等，通过以文章的形式，把某一阶段的社会发展状态、历史文明发展情况展现

出来。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当中，教师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和精神品格，帮助提升学

生的思想情操，引导学生未来健康成长。 

2.2. 感染性 

大学语文的教学素材具有十分突出的感染性，这感染性是来自于文章自身情感表达以及作者创作情

怀的表达。教师需要在大学语文教学当中，深入挖掘文章的感染性内容，带领学生了解该文章作者在创

作中对于相应情节的情感表达。教师也可以在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当中，添加主观性的情感分析，能够有

效提升文章的感染力。教学素材当中的情感一旦被学生吸收，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在大学语文教学当中融合思政教学元素，能够帮助拓宽学生知识视野的同时，应用思政教育内容来强化

学生的精神意识，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 

2.3. 实用性 

汉语属于我国一贯使用的语言，语文知识学习，其中包含了语言的用法以及行为分析的内容，能够

让学生正确的进行情感表达[2]。学生结合自身掌握的语文知识，能够知晓如何熟练的应用，这些知识来

为生活和未来的工作提供便利。大学语文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特点，能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价值。

在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当中，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够实现学生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为社会培养

更多专业性人才。 

3. 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堂融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3.1. 大学语文具有丰富的教育素材 

在高职院校当中，大学语文属于一门公共课程，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3]。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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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的学生，需要同时具备人文素养和专业素养，能够掌握丰富的语文知识，以及文字应用能力和

写作表达能力，这样才能够不断提升个人综合素质水平，为未来的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大学语文课堂如

果辅助增加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引导学生段精益求精，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进取，为学生未来成长打下

良好基础。在大学语文课堂上包含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这些素材的利用可以带领学生更加

深入的了解文化的内涵，并让学生的言行举止受到文化的影响，加深对人性和品德的认知。学生们可以

通过丰富多彩的语文教材内容，尝试窥探人生百态，体会其中作者想要表达的人文情怀和思想文化内涵，

提升学生思想政治水平。 

3.2. 大学语文和思政教育课程具有文化共通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开展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实质性教育的一

种[4]。而大学语文则是不断强化学生的综合素养，巩固学生的理想信念，属于隐性教育的范畴。这是大

学语文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之间的区别。但是详细分析可知，这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共通性，二

者都属于人文课程，拥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教学基础比较统一，都可以根据课堂教学实际要求，在其中

融入相应的教学理念。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教师需要了解到语文教材内容和思政教育之间的关系，并在

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寻找有效的切入点。大学语文教材当中，包含有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既涉及

到了社会历史，也涉及到了哲学知识，属于开展人文教育的主要教学载体。教材当中的文学作品大部分

都是表达了对当时历史发展的描述以及自身情感的表达，对于学生学习来说，具有较强的思想感染力。

因此大学语文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性，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融合，能够有效贯

彻落实素质教育目标。 

4. 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思政教育开展措施 

4.1. 明确安排好教学内容 

在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当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教师首先需要明确大学语文课程中思政教育工作

开展的教学目标，并根据此目标来规划好后续教育工作开展的重点内容，确保每一项语文教学活动的开

展，都能够符合该教学目标的要求，有效提升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5]。在大学语文教学活动实

际开展过程中，由于一部分语文教师没有树立明确的教学目标，采用了回忆的方式来评判教学效果，导

致教学评价内容不够客观具体。因此教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形成详细的教学纲要，科学合理的安排好

大学语文课堂的教学内容，在多样化教学活动当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学生们一边讲解语文教学

知识点，一边进行价值观念的输出，让学生能够潜移默化地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并掌握全面的语文知

识。同时，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语文教师，需要掌握因材施教的教学手段，充分了解学生当前的学习状

况和学习需求，合理的规划好未来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内容，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够接受到良好的语文

教育。 

4.2. 实现模块化语文教学 

目前，高职院校对于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当中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不断强化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语文教师要深入挖掘，在当前语文教材当中使用

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融入与之相匹配的思想政治教育作品和相同主题的文

章，带领学生共同来学习系列性的主题模块教学内容[6]。例如在学习《送友人入蜀》《沈园二首》《我

的母亲》等内容时，教师可以共同组建出一个模块，带领学生们共同来参悟“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

情厚义”等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点。其中《送友人入蜀》中是诗人对于友人的劝诫，劝诫朋友不要沉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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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名利和财富当中。《沈园二首》则是表达出了诗人陆游对于自己妻子的眷恋之情。在文章《我的母

亲》中，作者利用哀痛的描述描述了母亲当失去时的场景，概括了母亲身上可贵的品质，学生们感受到

作者对于母亲的思念之情。这些文章并不是出自同一个年代，也表达出了不同的情感，但是这些情感都

是作者自身情感表达。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站在个人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作品中包含的丰富情感，并有效

地发挥出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育人功能，帮助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4.3. 按照实际情况落实思政教育理念 

在传统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活动当中，高职院校对于该课程教学工作不够重视，没有深入挖掘在

语文课程中思想政治教学价值，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属于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落实

在大学语文课堂上[7]。教师首先要对大学语文教学工作开展加强重视，并在该课程教学当中，贯彻落实

思政教育理念。教师要跟学生加强互动交流，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气氛，构建出和谐的师生关系。针对于

学生的课后训练需要及时督促和引导，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思想政治学习案例，帮助学生不断地丰富自己

的素材库。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参与到阅读活动中，让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和

参与实践活动的感想，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教育素养水平，把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提升思

政教育质量。例如在学习《孔孟语录》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积极思考，站在自己身边生活的角度，

聊一下社会惠民政策对于自己的家庭产生的影响。这样能够帮助更多学生了解社会惠民政策贯彻落实的

好处，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4.4. 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开展思政教育 

大学语文课堂中，学生们对于文章的情感表达和人物特点认知比较深刻，对于其中一部分比较经典

的人物存在崇拜心理，这样的教学内容能够对学生成长起到积极的典范作用。大学生理解能力和学习能

力非常强，在大学语文课堂上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力比较高，如果配合语文教师思想教育工作的正确引导，

能够让学生从思想和意识上对于知识包含的内涵产生更加深刻的认知。大部分语文知识是来源于生活实

践的，并且能够应用到生活当中，可以说语文学科跟生活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作为大学语文教师，

可以把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主要的切入点，让学生能够通过学习生活素材，在生活体验和生活实践中

融入政治素养，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道德素养水平。例如在遇到传统节日的时候，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们

跟西方的一部分节日进行对比，让更多的高职学生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习俗，对于传统文化习俗产生认同

感[8]。教师为学生提供《燕歌行》《听听那冷雨》《茶馆》等内容，让学生自主进行阅读，遇到疑问可

以课余时间查询资料或者是进行小组讨论，逐渐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燕歌行》的学习当中，

学生们了解到了战争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文章赞扬了为了保护国家而牺牲的普通士兵，教师为学生讲述

了当前我国消防士兵、边防士兵保卫人民和祖国的典型案例，观看相应的纪录片，可以有效培养学生们

的爱国情怀。只有学生通过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体会到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够具备更加正确的爱国观念

和爱国行为，让学生理论知识结合生活实际，学会如何理性的爱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课堂上，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可以有效起到传承我国传统

文化、提升高职学生道德素养、强化学生精神文明建设的效果。大学语文教师要深入挖掘在教材当中包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逐渐渗透思想政治教学理念，让学生能够在学习文

化知识、提升文化素养的同时，也能够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成为更加全能的综合性人才，满足现代化

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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