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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职院校的立校之本，就是通过各类学科，实现对于学生专业技能与基本素养的培养，帮助学生正常为一个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

人才。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围绕中职语文学科，探讨对于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具体策略，并基于培养方法，阐述对于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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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职院校中的学生普遍具有以下三个特性，首先是年龄整体偏小，

大部分中职院校的学生都是初中毕业，整体都处于青春期，主观上比较

自我，重视个人情感意识的表达，因此，管理上比较困难。其次，中职

院校的学生大部分相对基础知识比较薄弱，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学习方

法上都有一定的欠缺，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最后

是中职院校整体在教学过程中，更加重视实践内容的教学，导致理论内

容和基础学科的开展，相对课时比较少，很难展开针对性的长期的教学

培养。 

1 人文素养的重要意义 

对于中职院校的学生而言，人文素养本身既是学生生活实践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伴随学生成长的一项基本要素，尤其是基于当下

的社会发展而言。一方面，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量逐步扩

大，导致各类中职、高职、以及普通高等院校开始逐年扩张，就业形势

也逐步开始呈现较大变化，就业难度越来越大，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越

来越高，学生需要人文素养，作为自身的专业素养之一，实现对于就业

竞争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就学生个人而言，通过人文素养的培养和掌

握，能够帮助其自身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成长为一个

全面的，具有职业素养和基本素养的人才。 

由此看来，无论是基于社会需求，还是人才自身的发展需求，人文

素养的培育都是尤为关键的，而语文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主要途径

之一，能够较好的实现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工作，因此，如何在语

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就成为当下中职语文教学的关键问题。 

2 培养策略的具体分析 

通过中职语文教学，实现人文素养的培养工作，要具体落实到教学

过程中来。 

2.1 人文情境 

首先，应当为学生建立一定的人文情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

够感知到人文情怀，进而逐步接纳并锻炼自身的人文素养。基于中职院

校的学生整体而言基础知识与能力都不扎实，因此，教师要通过情感导

入的方式，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再通过教材文本的文字学习与理解，感

受人文气息。 

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背后，都有一定的创作背景、作者的个人情感

表述以及情境设置，解读文章的过程，也是对人文气息感受的过程，因

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一定的课堂安排，来实现对于学

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如在开展课程前，先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播放对

于教材文本的情感朗读，或通过一个故事、一段视频，来实现情感导入

的目的。情感上的共鸣能够帮助学生更快的融入课堂当中，并将注意力

集中在文本之上，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 

2.2 个性化发展 

中职院校的学生本身处于一个极具个性化的年龄阶段，且学生作为

独立个体，都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因此，在课堂上，如果一味强调教

学纪律来实现对于教学效果的强化，反而容易导致学生出现叛逆心理，

无法真正开展学习活动。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尊重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实现对于学生的“个性化教学”。 

具体到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首先是基于教学形式的多样化设置，摒

弃传统教学中填鸭式教学带给课堂的压迫感，教师可以将游戏、动画等

一些年轻学生喜欢的元素引入课堂，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或者

通过组织学生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来实现教学内容的开展，进而到达培

养学生人文素养的目的。如通过“海贼王”这类热门题材的动画，节选

其中与教材主旨相关的核心内容片段，先让学生观看，然后提炼中心思

想，进而帮助学生融入课堂教学当中。 

2.3 深度挖掘 

人文素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培养成功，对于人文素养的培养，是

建立在教学的过程中、生活的过程中等方方面面，多管齐下而实现的。

因此，对于语文教师而言，要深度挖掘教材，实现对于人文理念的核心

培育，从而实现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教学目的。 

具体到实际中，就是通过强化并提升课堂教学效率，达到“以书育

人”的目的，并促使教材呈现出“生活化”的气息，将教学内容与理念，

带到学生的生活当中，完成对于教材的人文素养的深度挖掘。而这一要

点，主要还是通过情感体验来完成。如在围绕“母爱”这一主题时，教

师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周围动物，如流浪猫妈妈带着流浪猫

宝宝的日常生活轨迹，通过观察，学生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流浪猫妈妈对

于宝宝的保护，进而感受到母爱。然后借助这样的感受，再引入到学生

的生活当中，回忆或观察母亲对于自己的爱，进而从一些细枝末节处，

感受到“爱”。通过这样的情感体现，学生对于“爱”的理解，不再单一

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可以将其具象化为各种具体事物，逐步形成对于学

生的人文素养的培养。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文素养对于学生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对于人文

素养的培养，不是一节课、一个学科就能够全面覆盖的，应当通过语文

学科，形成对于学生的具体引导，帮助学生认识到人文素养的重要意义

与作用，并基于主观出发，来逐步实现对于人文素养的主观培育才是重

点，也是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活动中，需要重点探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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