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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国学教育逐

步兴起。 国学取中华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儒家

思想为指导， 用“仁”、“义”、“礼”、“智”、“信”、“忠”、“孝”、

“廉”、“毅”、“和” 等核心价值理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随着国学之“火”的蔓延，国学教育走进

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职业技术能力的同时，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但如何将国学教育引进课堂，将

其与高职语文教育进行有机结合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1、国学的内涵及特点

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孟子》、《论语》、《中庸》，从古

至今，国学教育一直在教育学生学会做人的道理，培养人的

思维方式和思维理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高职院校往往

注重对学生职业技能素质的培养， 却忽视其综合素质的提

高。 而事实证明，在人才市场上，综合素质较高的高素质人才

会被用人单位争抢，而综合素质较低的学生可能会面临就业

难的处境。由此可见，职业素养教育的重要性。而国学教育不

仅限于帮学生去找一个好工作，在教人成人上的作用也非常

重要。

2�高职语文教育与国学教育的融合

在现今条件下，将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引入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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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难度，受到各项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将其与各科目

有机结合，在各科目中潜移默化的渗透国学教育是一条行之

有效的途径。 其中，能与国学教育进行最有效融合的便是语

文教育。 就高职语文教育与国学教育的融合，笔者有以下几

条浅见：

2.1�立足课堂，延伸拓展

高职语文课文，引经据典，内容丰富。 如课文《齐桓晋文

之事》（《孟子》），这是一篇描写孟子雄辩的长文。 孟子在与齐

宣王对辩的过程中，宣扬自己的“保民而王”的王道理论，认

为只有实行仁政，才能服天下，否则只是“缘木求鱼”，事与愿

违。 孟子作为儒家代表，沿袭了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

了亲民、爱民、重民的“仁政”思想，明确的指出了“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 这是中国早期涌现出的“民本思想”。 讲解

这篇课文时，我们要抓住文章重难点，即孟子的民本思想及

其雄辩的技巧。 但文章篇幅过长，且为文言文，注释繁多，学

生并不乐意去看，如何讲好课文，则需要老师旁征博引，积极

运用多媒体、网络信息来丰富课堂内容，革新授课模式。

以《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为例，我们在讲解课文时，

可以采用影视视频导入，以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

事进行延伸拓展。 否则学生无法理解为何齐宣王向孟子打听

齐桓、晋文之事。 结合战国时期的背景，我们可知当时纵横家

张仪、公孙衍在各国名声大噪，此时“王道不行，霸术见侵”，

此时君王一心想听“霸道”，而孟子却巧妙的将“霸道”的话题

引到“王道”上来，鲜明的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的观点，

并围绕着这个观点，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最后让齐宣王不得

不叹服，拜孟子，“明以教我”。

在艺术特色上，善于比喻，巧于比喻，是孟子文章的一大

特色。 课文讲解结束后，我们还可以引入几个有趣的比喻故

事，来彰显孟子雄辩的能力，如“五十八笑百步”、“攘鸡者”

等。 有趣的延伸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2.2 开展活动，营造氛围

语文教育是通识教育，也是一种美育。 学生学习语文不

仅是为了如何得体的进行语言表达，更是为了提升自身综合

素质，学会欣赏文字之美、文化之美，传承中华优良传统美

德。因此语文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既要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还要充分发挥教师的

主导作用，合理设计教学活动，营造课堂氛围。

以《赵威后问齐使》（《战国策》）这篇课文为例，本篇课文

描绘了赵威后在执政期间接待齐使时问答的场景，在对答过

程中，赵威后阐释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 本篇课文生动

地刻画了一副开明的女政治家形象。

在课文拓展延伸过程中，人们很自然的能够联想到中国

历史上有名的女政治家，如一代女皇武则天、秦宣芈太后、西

汉吕太后、清孝庄太后等，与这些女政治家相关的影视作品

有很多，如《孝庄秘史》、《大秦帝国之纵横》、《武媚娘传奇》等

等。 而我们本课学习的赵威后或许由于历史着墨较少，个人

传记不够离奇丰富，至今尚未有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 教师

可以组织同学们以课文《赵威后问齐使》、课外延伸篇目《触

龙说赵太后》为故事脚本，合理编排故事情节，融入自身对赵

威后人物的理解，将所学的内容以表演的方式呈现出来。 以

表演这样鲜活的活动形式，带动同学们深入理解课文，体会

赵威后的人物情感，感受她的思想，营造一个活跃轻松的学

习氛围。

3�结语

综上所述， 笔者倡导以语文教学中的国学教育为先导，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学生中传承下去，学生在轻松活

跃的气氛中学习，树立良好的学风，共建丰富美好的校园生

活，带着积极进取的态度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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