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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小议中职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欧肖萍  王  利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广东省东莞市  523710） 

 
摘要：中职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

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需要。七年多中职语文教学实践，笔者探索出巧用

晨读诵读中华经典，巧在课堂渗透传统文化，巧借活动品读中华经典等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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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笔难能可贵的文化瑰宝。语
文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
魂。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是学生职业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以
就业为导向的中职学生十分重要。中职语文教学迫切需要加强和
改进中职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笔者通过七年多中职语文教
学实践，试探索出巧用晨读诵读中华经典，巧在课堂渗透传统文
化，巧借活动品读中华经典等方法。 

一、巧用晨读诵读中华经典 
晨读课，我引领学生诵读中华经典。如《弟子规》、《诗经》、

《论语》、唐诗宋词以及其他经典的古诗文等。处于记忆的黄金
时期的中职生，很快就能在反复的诵读中，将经典篇章背诵下来。 

我们还为学生编了富有针对性的晨读读本。比如，我校文化
艺术部专门针对动漫专业编写了《Hi，Morning!》晨读读本，收
纳了《山海经》、《封神演义》等相关的神话传说，以及其他经典
古诗文和现当代优美散文。这些晨读读本为动漫专业的相关素
材，对于动漫专业和语文课程的融合大有裨益。 

我们青少年学生是在动漫作品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动
漫文化对我们青少年的影响深重。在我们国内的动漫动辄大喊走
英美模式的同时，西方动漫界却以中国文化元素的亮相屡创影视
高峰。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越是民
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力求培养高素质的动漫人才，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的新时代职业能手、职业高手。 

二、巧在课堂渗透传统文化 
钱梦龙先生说：“语文教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最有

代表性的学科，是母语教学，它是源、是根、是魂、是传统文化
的魂。” 孔子、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苏东坡、辛弃疾、范
仲淹、文天祥……这些闪耀着民族精神之光的文人，这些凝聚着
中华文化之魂的伟人，我们教师如果能如数家珍般地将他们的故
事娓娓道来，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熏陶。 

在教授《长干曲》时，我用读研究期间在中山大学全国诗词
班学习时，台湾老教授教的男女对唱教学生。这种做法很新鲜，
学生很感兴趣。女生爽朗大方地唱：“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男生欢快应和：“家临九江水，来去
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中职生对诗词的望而生畏
变成了浓浓的兴趣。 

打铁趁热，我讲述了自己在中山大学暑期诗词班学习时的享
受过程：我聆听着来自各大高校名师们的讲课，一直沉浸在诗词
中，真的是一种奢侈的幸福！因为亲身经历过，那是自己真真切
切的感受，我从学生的眼神中看到了播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希望。在接下来的一节课，他们前所未有地认真地听我分析格律
诗的“平平仄仄”。课后，还有同学主动尝试进行古诗创作。讲
着讲着，我就领着学生一起背起了“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
空，三尺剑 六钧弓，岭北对江东……”朗朗上口的《声律启蒙》。 

“教师也是一本‘教科书’。”教师自身的经历也是一笔难能
可贵的财富。教师将知识与自己对生活的感悟相结合，先感动自

己，才能感动学生，才能在情感上引起学生共鸣。 
三、巧借活动品读中华经典 
课堂的教学时间有限，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不可能

都放在课堂上来完成。因此，必须巧妙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来品读
中华经典。 

只有真正深入阅读本民族的经典，我们才有可能记住中华民
族的血脉，守住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经典是我们灵魂的依托。
为了加强学生的阅读训练，我组织学生读经典名著并上台自己分
享读书心得。主题班会课上，我们举行中华经典的“知识大比拼”
知识竞赛；朗诵比赛时，同学齐诵读《弟子规》，成为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演讲比赛时，同学巧用诗词串起来介绍自己的名字，
赢得阵阵喝彩……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很多学生热衷于过洋节，对中国传统
节日却表现得很漠然。学校每年举行“中秋灯谜”活动，我引领
学生探索中国传统节日背后的知识。寒食节的介子推故事，端午
节的屈原故事，七夕节的乞巧传说等，与学生一起学习传统文化
知识。 

当今世界飞速发展，已俨然成为“地球村”。传统文化面临
他国文化冲击。但是，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一个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应该是在继承
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
学习，会大大提升职业人才的素质。中职生的语文基础虽然没有
普高学学生的好，但是中职语文教学更加自由，更容易灵活操作，
也更容易在传统中创新。只要教师不断地审视，反思，一定能探
索出更多更好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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