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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认知逻辑与实践路径
李灵通，向春琳，姜　 燕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重庆　 ４０４０４７）
　 　 ［摘　 要］高职高专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思政是其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目标的优选路径。大
学语文课程与课程思政理念之间天然的契合性，决定了大学语文的课程思政内在必然性。同时，有必要在课程思
政理念的宏大叙事框架下，进行针对性的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逻辑认知与优化实践，即从国家课程思政
理念的政治性指导、高职高专的特殊性存在、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理念的丰富性包孕三个维度厘清高职高专大学语
文课程思政的必然逻辑，从树立语文文化观认知、明确“整全人”目标培养、实施“三全育人”的增效培养、实践教学
内容多元互构四个方面开展教育教学实践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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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并指出：“要用好课堂教育这个
主渠道，思想政治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亲和力和针对性……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因此，“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具有明确
的国家政治属性。高职高专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
思政建设责任重大、不可懈怠，然而在课程思政理念的宏大
视域下，在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具体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就是思想政治课程、课程思政与教
学内容出现‘两层皮’现象、机械照搬普通高校大学语文课程
思政做法”的认知误区与操作歧路。有鉴于此，应该从宏观、
中观、微观层面三个维度认清高职高专课程思政的建设逻
辑，从文化观认知、人目标培养、教学内容三个方面为高职高
专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有效实践澄清认知误区、理顺操作
路径。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认知逻辑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理念，需要从国家层面课程思政理

念的政治性指导、高职高专工匠培育的特殊性面向、大学语
文课程思政的丰富性包孕三个方面厘清其认知逻辑。

（一）国家层面课程思政理念的政治性指导
“课程思政”概念现于２０１４年以后，源自上海相关高校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孤岛”困境的探索，根源于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实践的填鸭式知识漫灌、空洞式理论说教、干
瘪式话语展现难以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前现代、现代、后现
代三者叠加语境带来的价值多元性、亚文化生长、个体无序
化等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纷扰，以及传统思政课堂主流话
语式微与失声的窘境。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最终胜利的
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贯穿于
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教育的都
是政治的，政治的内涵与外延几乎可以涵盖人类社会历史实
践的方方面面，因此课程思政建设天经地义，具有历史与逻
辑合理性。

（二）高职高专工匠培育的特殊性面向
高校自身的特殊性指向人才培养目标的异质性，高职高

专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内在推力与旨归之一便在于对这种

特殊性与异质性的科学回应。教育部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积极
探索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职业精神培
育机制，重视崇尚劳动、敬业守信、创新务实等精神的培养。”
其中两个重点关键词“职业精神培育”与“重视崇尚劳动”，前
者为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开展提供又一必然驱力，后者
则对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进行了宏观解读。

为了引导人们正向的劳动价值观，正确对待高职高专教
育，近年来国家层面从政策指引、经费投入、舆论宣传等方面
围绕“工匠精神”不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观。
２０１５年以来央视频道全力推出《大国工匠》系列专题片，２０１６
年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７年全国两会等“工匠精神”成为被一再
提及与讨论的热词。近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工匠精神”的强
调与挖掘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时代方
向，设计了个性与特色。

（三）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丰富性包孕
语文教育实践始于语言运用实践，源于实践劳动；语文

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与人文性，其自身包孕着丰富的历史文
化、民族精神、美德智慧与逻辑理性。因此，大学语文课程与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既是广义包含关系，又是狭义的交叉关
系。一方面，语文自身的丰富性已经涵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
方面面，或思政教育的理念均在语文的丰富性中有所体现；
另一方面，语文的丰富性包孕不能消解大学语文课程与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的各自独立性，即二者具有某些同质性，属于
交叉的相容关系。

课程思政理念的具体实践常常隐喻为“盐溶于水”，那么
“盐”即是从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方面充分挖掘富含历史性、
时代性、价值性、人民性的多元话语，而“水”即是课程思政教
育的宏观理念。于是，宏观的抽象叙事便可以转变为微观的
具象体认，进而达到课程思政教育的最终目的。如黄志鹏
《人生天地间，当识范仲淹》入选复旦大学２０２２年版《大学语
文》教材，作者是一名消防指战员非名家，文章非名文，文字
非名句，然而充满育人的芬芳、育才的精华和思想净化的力
量。“英雄人物是沙碛里的珠玉，他们的浩然正气，源于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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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天汉之上；他们的光辉一生，扛着责任走正道做实事。
他们数量很少，凤毛麟角，但正是这些少数派，让人成为人，
而不是继续沉沦于畜生道。”此文便极为鲜活地体现出课程
思政“盐溶于水”的实践理念，同时更为切实生动地体现了高
职高专“工匠精神”的特殊性培育。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课程思政”的操作路径，具体可以从树立语文文化观的

学科认识、明确“整全人”的层次目标培养、实践教学内容的
多元性互构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实践。

（一）树立语文文化观的学科认识
“用文化关照语文，让语文在文化中站立起来，是语文教

育永恒的主题。”语文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语文的本质属
性，语文天然禀赋着语言、文字、文学的内在规定性，但是语
文学科又受困于人文性与工具性的争论与空转，语文整体性
的合理存在被人为地切割为固执己见的井口之天。

大学语文教育正是因袭以上分裂、局促的语文学裂观，
被调侃为“高四语文”。大学语文教育教学延续中小学语文
的普希金娜教学法（红领巾教学法）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
三步式窠臼，而语文自身承载的逻辑理性、历史文化、民族精
神、美德智慧等丰富内涵被遮蔽与抛弃，引出大学语文教育
教学同样出现思想政治教育“孤岛”效应的困难。大学语文
课程思政建设的提出与推进，恰恰是对以上“孤岛”效应的积
极回应，更是破除“孤岛”困境的有效抓手，而树立语文文化
观的学科认识，则是为包括高职高专在内的高校科学、合理、
有效地开展与推进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建设扫清认知障碍。

（二）明确“整全人”的层次培养目标
从“整全人”的育人理念出发，课程思政理念与大学语文

教育在培养人的精神方面具有深度的契合性，但是“人的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以一定的层次和步
骤而分段实现，因此需要对“整全人”的培养目标做出层次性
理解，即要针对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属性找到其培养人
的主要方面，而不是一门大学语文课便可以如“万金油”一般
解决所有教育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认为，人具
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大学语文显然无法取代
生物学课程以解答人的自然生理问题，然而大学语文因之人
文属性的内在禀赋却可以在规训人之自然属性、匡正人之社
会属性与弘扬人之精神属性方面大有作为。从“整全人”目
标培养的层次论出发，大学语文课程思政要重点集中于人的
精神层次的整全，即通过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提升学生的人文
关怀性、审美趣味性与思维逻辑性。

（三）实施“三全育人”的增效培养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三全育人”的
教育理念是增效课程思政、加速育人育才的法宝与指南。

全员育人，明确了全体非思政课教师的课程思政定位，
是课程思政的集结号。在高职高专环境中和以职业和技能
培养为重的氛围里，教师可能重术而轻道，学生可能尚技而
略道，而“三全育人”的提出不但指导教师而且点醒了学生，
更是对“传道、授业、解惑”的优秀“师道”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从而非思政课教师重新明确了教学的定位，同时也坚定地确
立了课程思政的出发点。大学语文教师应一马当先，是践行
全员育人的先锋，是非思政课教师的前锋，是课程思政的
勇将。

全过程育人，突出了全体非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全过程的
课程思政目标，是课程思政的有力保障。备课时，应当积极
思考在教学的全部过程与各环节中；上课时，可以尽力尝试
在导入环节引入课程思政、在新课环节插入课程思政、在小
结环节炼入课程思政、在作业环节植入课程思政，各环节相
互激发与共鸣，形成环环共振的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大学语
文课程拥有丰富的全程育人土壤和载体，是绝佳的全程育人

平台和基地，不仅有母语的呢喃、圣人的光辉、锦绣的文章、
传世的诗篇，还有道心与文心的共鸣、修身与齐家的自律、更
有治国与平天下的弘毅。

全方位育人，强调了全体教师在教育教学全领域的课程
思政范围。高职高专是国家高等教育系列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教师可以在深耕大学语文教研
阵地、指导大学语文相关实践活动等方面花力气、下功夫。
汉语母语的源远流长、华夏文学的灿烂辉煌、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都值得教师们遨游探索、深耕细作，以此激发学生的
母语深情、文学豪情与文化自信；指导大学语文相关的活动
积极开展，例如经典诵读、诗词讲解、汉字书写、戏曲展演等
等活动，不仅仅锻炼提高大学生的素质能力，更加重要的是
提升审美趣味、升华人生境界、培育爱国情怀。

（四）实践教学内容的多元性互构
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多元性互构，需要回归大

学语文自身课程思政理念的丰富性包孕。大学语文因其自
身语言、文字、文学的内在承载，便为实践教学内容的多元性
互构奠定了有利的基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实践
教学内容的多元性互构，可以从教师话语、文本话语、网络话
语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建构。

第一，教师的课堂教学如果从其最本质的角度审视，可
以认为即是一种语言、话语的教学。“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突出了语文之“文”的语言与话语解读。教师尤其是大学语
文教师，需要不断阅读和输入来丰富自己的语言、话语储备。
给别人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知识更替日新月异的时代
语境要求教师必须得有一潭水。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一堂
课都准备一辈子，这种准备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阅读。要
天天看书，终生以书籍为友。”

第二，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本
典藏。经史子集之中大量的优秀文本话语需要大学语文课
程的教师去发现、梳理与诠释。审视当下高职高专大学语文
教材，因袭普通高校大学语文教材的体例，雷打不动的样文、
脱节时代的叙事导致学生的集体审美疲劳。加之“高四语
文”的教学模式，更易使得大学语文教育的生命力衰败。因
此，需要充分发现、挖掘典藏文本中古为今用的时代价值，同
时向共时的日常生活敞开大学语文教育的大门，去寻找、突
显黄志鹏式的工匠文思，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注入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第三，大学语文课程思政要与时俱进、“语”时俱进。中
国社会已经进入名副其实的网络时代，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网
民已经达到１０． ５１亿的规模。在校大学生是网民中的主力
军，他们思维活跃、喜欢新鲜事物，成为网言网语制造、传播
的急先锋。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核心抓手就是语言、话语，
这就要求大学教师必须主动深入学生的语言、话语生活，了
解、掌握网言网语的表现形式并深入追究其背后的生成机理
与蕴含的主观情绪，为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找到与学
生语言、话语的共鸣点、打开与学生深度交流的总开关、打通
“为党育人”的最后一公里。

三、结语
当代大学生面临情感荒芜、理性匮乏、价值迷茫等主体

困境，加之高校课堂教育教学填实践中填鸭式的知识漫灌、
空洞式的理论说教、干瘪式的话语展现等征候，大学生有偏
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迹象，因此，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更加突出，有必要从国家课程思政理念的
政治性指导、职专院校工匠教育的特殊性面向、大学语文课
程思政理念的丰富性包孕三个维度厘清高职高专大学语文
课程思政建设的认知逻辑，进而树立语文文化观的学科认
知、明确整全人的层次目标培养、实施“三全育人”的增效培
养、实践教学内容多元性互构。
　 　 　 （下转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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