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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
——以苏轼诗词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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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

职业本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中的苏轼诗词教学为例，深入探讨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大学语文教学实践

中，旨在探索一种既符合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规律、又能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教学模式。通过对

苏轼诗词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及艺术特色的分析，结合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本文提出了具体

的教学实践策略，以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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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重要使命。大学语文课程作为职业教

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传授

语文知识的任务，还肩负着培养学生人文素

养和思政素养的重任。苏轼诗词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和人

文内涵，将其融入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实

践中，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

义。

二、课程简介与教学背景

《苏轼诗词》是一门面向职业本科院校

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开设的人文素养通识选

修课程。该课程以苏轼的诗歌作品为依托，

通过对其文学创作历程的分析，引领学生深

入领略苏轼诗词中蕴含的思想情感和艺术魅

力，从而使学生在赏析古诗词的过程中获得

精神滋养和人文关怀。

随着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课程思政已

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大学语文

课程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其思

政功能的发挥对于培养学生的思政素养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当前的大学语文

教学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

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陈旧等，这些问题限

制了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功能的发挥。因此，

将苏轼诗词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大学语

文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对于提升课程的教

学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三、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与内容设计

（一）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设计

旨在通过深入学习苏轼诗词，提升学生的思



2025 年 5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May.2025

第 59 期 No.59

政素养和人文素养。具体目标包括：一是通

过学习苏轼诗词的创作背景和思想内涵，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二是通过学习苏轼诗词中的爱国情怀和

高尚人格，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感；三是通过学习苏轼诗词的艺术特色，提

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学鉴赏水平。

（二）课程思政内容设计

在《苏轼诗词》课程思政内容的设计

上，我们注重将思政元素与苏轼诗词的文学

特点相结合，从社会政治、哲学思想、道德

规范等方面挖掘思政元素。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结合苏轼的生平事迹和时代背景，讲解

其诗词中蕴含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二是

通过分析苏轼诗词中的哲学思想，引导学生

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追求；三是结合苏轼的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探讨其诗词中体现的

道德观念和人格魅力。

四、教学模式与实践策略

（一）教学模式设计

在《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

我们采用了“课前预习—课中讲解—课后延

伸”的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明确目标、内

容导入、学生自学、学生展示和教师点评五

个环节。在课前预习环节，教师布置相关任

务，引导学生了解苏轼的生平事迹和诗词背

景；在课中讲解环节，教师结合苏轼诗词进

行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讲解；在课后延伸环

节，教师布置相关作业或实践活动，进一步

巩固和拓展学生的学习成果。

（二）实践策略与方法

1.融合思政元素与文学特点

在《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

我们注重将思政元素与苏轼诗词的文学特点

相结合。通过深入分析苏轼诗词的思想内涵

和艺术特色，引导学生领悟其中蕴含的思政

元素和人文价值。同时，结合苏轼的生平事

迹和时代背景，讲解其诗词中体现的爱国情

怀和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

自豪感。

2.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了提升《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的

效果，我们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例

如，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利用多

媒体技术手段，如 PPT、视频等，丰富教学

内容和形式；开展课堂互动和小组活动，提

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实践能力。

3.强化实践环节与拓展学习

在《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

我们注重强化实践环节和拓展学习。通过组

织学生进行诗词朗诵、写作比赛等实践活

动，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和文学创作能力；

引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和研究性学习，拓展

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鼓励学生参加相关学

术讲座和研讨会，提升学生的学术素养和研

究能力。

五、教学实践中的挑战与对策

（一）挑战分析

1.学生思政素养参差不齐

由于院校学生的思政素养存在差异，部

分学生在理解苏轼诗词中的思政元素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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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困难。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因

材施教，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进行有

针对性的教学。

2.思政元素与文学特点融合难度大

将思政元素与苏轼诗词的文学特点相结

合是《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的一

大难点。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文学

功底，还要具备较高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

力。

（二）对策建议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教师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是解决

上述问题的关键。职业本科院校应加强对大

学语文课程教师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其思政

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和研究，推动《苏轼诗

词》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2.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是保障《苏轼

诗词》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职业

本科院校应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包

括学生评价、同行评价、专家评价等，全面

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果。同

时，将教学评价体系与教师的教学激励和职

称晋升等挂钩，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创

造力。

六、教学实践成效与反思

（一）教学实践成效

通过实施《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实

践，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学生的思

政素养和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能够更好地

理解和领悟苏轼诗词中的思政元素和人文价

值；二是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

高，能够更好地将思政元素与苏轼诗词的文

学特点相结合；三是学校的课程建设和教学

改革得到了推动，为其他课程的思政教学改

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教学反思与展望

在《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部分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诗词的文学特点而

忽略了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讲解；部分学生在

课外拓展和实践环节中的参与度不高；教学

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继续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创新教学方法

和手段等方面的工作，推动《苏轼诗词》课

程思政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探索和

创新。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的研究和探索，将更多的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融入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七、结语

本文通过对《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

实践的研究与探讨，深入分析了将思政元素

融入大学语文课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实践策

略。通过实施《苏轼诗词》课程思政教学实

践，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提升了学生的

思政素养和人文素养，推动了学校的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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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教学改革。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研究和探索，不断创新教

学方法和手段，为培养更多具有高尚品德和

卓越才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更

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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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aking Su Shi's Poetry Teach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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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eaching of Su Shi's poetry i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in depth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practice of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aim is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l tha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laws of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teaching, but also achieve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By analyzing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u Shi's poetry, combined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bjectives of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specific teaching practice strategies to enhance students'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vel.

Keywords: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llege Chinese;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Humanistic literac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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