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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着眼于当下后疫情时代,以课程思政作为教育理念,通过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教学模式、教学内

容、教学活动的探索、实践与思考,将课程思政育人与专业内容树人相结合。培养学生建立对中华优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从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文化自

信等全面健康发展的高素质爱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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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post-epidemic era, tak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the teaching mod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eaching, this paper combine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content to cultivate people. To train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sense of 

identity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become a high-quality patriotic talent with all-roun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such as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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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是一种具有综合

性的教育理念,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与

汉语言文学的专业教学内容相结合,通

过课程思政潜移默化的特性,引导学生

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追求。汉语

言文学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其自身专

业内容是“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天然

教学载体,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下的汉

语言文学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建立

对中华优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且可以

从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成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

文化自信等全面健康发展的高素质爱国

人才。 

1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 

1.1课程思政的本质 

课程思政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

教育,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的一种教

育本质。通过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

德施教,从而来潜移默化的树立学生一

个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

种教育。 

1.2课程思政的理念 

课程思政的理念是为了实现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同向同

行,从而实现一个协同育人的教育理

念。这是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培养健康、合格和可靠的接班人、建设

者,是实现中华民族违法复兴中国梦的

重要一步。 

1.3课程思政的方法 

课程思政的方法是显隐结合的一种

方法。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是我国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课程

思政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将政治认同、国

家意识、文化自信、人格养成等思政政

治导向与各类课程相结合,通过显性与

隐形教育的一个有机结合,来促进学生

的全面健康发展,从而来发挥教育教书

育人的一个作用。 

2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下的汉语

言文学教学探索与实践 

2.1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设计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传统

的线下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的各

种教学需求,并且从2019年12月新冠疫

情爆发直至当下,进入了一个后疫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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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对于线上教学要求也与日俱增,从多

方面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的教学内

容、教学效率、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混合式

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拓展教学内容。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主要是学习

汉语、中国文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能够

辨析、探究语言文学现象,并且能够运用

所学的相关知识鉴赏、评价文学作品和

其他相关的文化现象。考虑到汉语言文

学专业内容及其理论的抽象性,以西藏

自治区职业技术学院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模式为例,任课老师在进行授课前,需要

考虑到新时代课程思政教育的特点以及

本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将上课前一天

将需要学习的课程内容提前发放给学生

进行线下预习,然后在第二天的线上课

堂教学时,通过钉钉、腾讯会议等线上平

台进行教学活动,主要是以“师生探讨”

的一种方式开展,不是传统的“填鸭式”

的一种教学模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

下面被动的接受。这种线上“师生探讨”

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

贯彻其中,以汉语言文学中的古代汉语

课程为例,“《左传》中亲情、伦理道德

的维系在现今社会中的意义”等探讨,

帮助学生从多方面、多维度来正确认识

我国古代优秀文化,并且在课程内容中

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人文素养、社

会责任等具有思政政治元素中,潜移默

化地来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

认同感、自豪感。然后通过一部分时间

进行视频、PPT速课等方式来缓解“师生

探讨”这个时间段的深入自主思考,避免

单一的教学方式。 

2.2课前、课后相结合的教学内容

探究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内容非常庞大,

单纯依靠每周一两次课程教学是难以完

成教学任务,加之现在的学科体系并非

泾渭分明,而是联系紧密,学生需要学习

的知识内容具有多学科、跨专业、交叉

性等特点,所以短短的一、两学期80或者

120学时的学时时间很难将知识内容深

入。汉语言文学的知识内容包括中国语

言知识领域、中国文学知识领域、中国

语言文学理论知识领域以及相关知识领

域等范围。如何将不同时代、不同种类、

不同地区中的承接当下时代具有中国特

色社会注意科学价值观作为“文以载

道”的载体内容是教学内容中的核心要

点。对于汉语言文学教学来说,课前、

课后相结合的一个教学内容探究就非

常有必要。 

在课前,根据当下当地的特色,挖掘

出适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功能并且能够

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创建一个愉悦的

学习环境。让学生在一个愉悦的学习环

境中建立一个人文意识,继而通过分享

汉语言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英雄形

象、爱国事迹等寓意深刻、积极向上的

作品来树立一个良好的价值观,然后在

通过定期举办的例如剧情演绎等活动方

式来提升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

学习兴趣。 

在课后,根据课堂内容结合当下时

政,让学生辨析、探究、感悟,不仅可以

让学生适应当下社会的一个多元化发展,

而且通过深厚的文学资源,引导学生了

解国家关于相关时事政治工作的方针、

政策和法规,潜移默化中树立起正确的

爱国情怀,并且通过“今事”史鉴的一个

教学内容,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

值塑造的的多元“协同育人”统一。 

2.3校内、校外相结合的教学活动

实践 

过去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比较单

一,多为各种演讲和其他竞赛等方式,没

有考虑到学生主体的自主能动性。学思

合一、知行统一才能够有效增强学生勇

于探索的创新精神,所以校内、校外相结

合的教学活动实践势在必行。 

笔者所在的地区有许多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以藏族天文历算为例,是生

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在高原特

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环境下,在长

期的生产活动中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不断观察日月星辰、冷暖气候等天象和

四时节气、动植物生长变化等大自然现

象,总结和积累实践经验并吸收周边地

区的天文历算说而发展起来的。带领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去校外相关文化馆

体验藏族天文历算教学活动实践,然后

回到校内,引导学生收集有关非物质文

化遗产藏族天文历算相关文化背景,了

解藏族天文历算的历史渊源、算法体系

以及藏族天文历算在当下社会的传承创

新。这种校内、校外相结合的教学活动

实践,不仅能够开拓学生的世界观,而且

可以了解到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交流、

交往、交融,从而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的自豪感,在结合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注意核心价值观中开

展思政育人,具有重要的教学活动实践

的现实意义。 

3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下的汉语

言文学教学思考 

3.1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的观

念认识 

受传统教育思维的观念影响,部分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认为课程思政教育

是政治老师的专业教学,跟汉语言文学

教学并不相干,这是对课程思政教育理

念的认识不够全面。例如北宋张载的“为

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为天地立

心”。程明道说：“天地无心,以生物为

心。”,又说：“天地无心而成化”,天地

本无心,但人有心,人的心也就是使生之

为人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

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为生民立命”,

直接来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孟

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

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

以立命也。”通过修身致教, 后如果能

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不管一个人的

寿命是长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

德,那么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

身立命了；“为往圣继绝学”,其中的“往

圣”者,是以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先儒圣

者；“绝学”者,是孔孟先儒所弘扬的道

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表达的是先儒

也是宋儒的永恒政治理想。“开”期待之

谓。“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张载《西铭》

描述的文化理想,民胞物与,全体归仁。 

这四句话不仅仅是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儒学为代表的仁者之心的起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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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蔽惑无明的现代人重新回归率性诚

明的人类精神家园的回归,更是以政治

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和公民人格

为重点的顶层内容体系的一个构架。 

3.2稳步提升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

建设能力 

汉语言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许多育人

元素,需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深入挖

掘那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经

典文本作品,“先秦两汉到元明清,历代

优秀文言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仁人志

士的家国理念、思想智慧、人文关怀、

修身治国等思想智慧,这些都是古代汉

语课程思政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对于

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能够潜移默化的增

强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认

同、文化自信。 

课程思政建设能力非一日课程,专

业教师的课程思政建设能力是从小、从

细、从实上来稳步提升。例如对于使用

新媒体为工具,在线上课堂的教学中,可

以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性,不是简单的

播放PPT速课内容和填鸭式的专业知识,

而是让课堂简单化、边界感模糊,让学生

在线上的学习和阅读优秀文学作品中温

固思想,在线下的知识回顾、实践活动中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将学生的学习、观察、实践同思考紧密

结合起来,从而反过来能够提升汉语言

文学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建设能力。 

3.3综合多元化的汉语言文学的教

学方式 

21世纪是个信息爆炸、科技飞速发

展的时代,学生们能够通过互联网等渠

道很方便的获得各种信息和政策,但由

于大数据信息的一个推送、复杂的正确

信息梳理等认知存在的偏差,导致学生

的价值观念二元化对立严重,无法以一

个正确的价值观念来应对日常生活、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综合多元化的汉语言

文学的教学方式,例如交叉学科的教学

活动实践,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体验,不仅是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

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

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

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

场所,更是被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

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

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众

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了文化多

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验,能

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

受到一种民族心理结构的启发,激发爱

国主义精神。 

综合多元化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方

式,能够将显性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

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效提升综

合素质,让学生能够适应多元化的发展,

正确看待日常生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并能能够用有效的方式来排解压力。 

4 结语 

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融入汉语言专

业教学,有着不同于其他专业学科的教

育重要性,从狭义上来说对于以学科内

容为基础所构成的结构系统具有完善作

用,从广义上来说不仅仅是建立汉语言

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而且是能够

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与立德树人的目标

相结合的教学培养捷径。课程思政教育

理念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立德树人,为学生

构筑起了牢固的思想防线,抵制了各种

的错误思潮、言论等对学生的不良影响,

同时能够帮助学生深入自身专业知识领

域学习,提高道德修养的培养,梳理出健

康、正确的义利观,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有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专

业修养、社会责任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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