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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传道 育人润心——课程思政视角下高中语文课程

育人路径探析
张勇

重庆市开州中学，重庆，405400；

摘要：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理念，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在高中语文课程思政的视角下，深入分析高中统编版教材的内容，探讨课程思政的育人路

径，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

重点以高中统编版教材的文本内容为例，从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优化教学方法、增强教师素养、营造思政

教育氛围和整合课程资源等方面，探讨高中语文课程思政的育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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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

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如何让下一代更好地赓

续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就显得特别重要。坚持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增强师生文化自信，是创新思想政治

工作的迫切要求。”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课

程思政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为实现这一任务提供

了有效的途径。学校具有集中式、系统化、持续性进行

优秀文化教育的独特优势，而语文教学更是得天独厚。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施不仅是对传统语文

教学的补充和完善，更是对新时代语文教育的创新和发

展。通过挖掘高中统编版语文教材中的思政元素，优化

教学方法，营造良好的思政教育氛围，可以充分发挥高

中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语文素养。

1 深挖教材思政元素，构建系统性资源库

1.1 革命文学作品中的思政元素

高中统编版语文教材选入了大量革命传统作品，这

些作品具有极高的思政价值。例如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一

单元所选作品，叙述书写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

国人民不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挺进。逐渐形

成的内涵丰厚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中

华民族不断奋进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展

现了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的

伟大壮举；《长征胜利万岁》记述了杨成武将军的革命

回忆，体现了工农红军的不拍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二单元的《纪念刘和珍

君》则通过纪念烈士，表达了对反动势力的愤怒和对革

命烈士的赞美；《荷花淀》歌颂了白洋淀抗日军民的斗

争精神与爱国爱家的美好情感；《党费》表现了地下革

命工作者对党的忠诚与忘我的牺牲精神。“天若有情天

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巨大的奉献和

牺牲换来了国家的解放、民族的新生。了解这些伟大历

史进程，思考中国革命的意义，理解革命文化的精神内

涵，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历史，把握当下，树立当

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些作品能够引导学生感悟革命

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激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1.2 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思政元素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浩如烟海的古代历

史典籍，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深刻体悟古人智慧，

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与未来。优美的古诗词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也

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古人的睿智思想、家国情怀、

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等思想，与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一脉相承的。例如，《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体现了屈原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国

家命运的深切关怀；《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

耳熟能详，表现了苏武忠君爱国、忠贞不渝的民族气节；

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忧国忧民，陆游的爱国爱民等

等，这些古诗词能够引导学生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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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历史是一面镜子，

它映照着现实，也预示着未来。了解历史，不忘过去，

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才能更好

地走向未来。体味古人丰富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多样

的人生，加深对社会的思考，增强对人生的感悟，激发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1.3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思政元素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它

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洪流不断发展，这些作

品可以加深对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特别是对人

的心灵变化的认识，探索其蕴含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

教材中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例

如，《阿 Q正传》中的阿 Q精神，鲁迅以犀利幽默的文

字，揭露了人性的丑陋，暴露其国民的劣根性，以引起

疗救的注意；《边城》中沈从文却以优美的、健康的、

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给人们展现了淳朴美好的湘西

世外桃源，重塑民族的精神；这些作品让学生对人生、

人性的深刻反思。《荷塘月色》通过描写作者在荷塘边

的所见所感，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我与地坛》通过描写作者与地坛的深厚情

感，展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和对母爱的赞美；《拿来

主义》则通过犀利的语言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不良现象，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化观。这些作品能够引

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思考人生意义，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人文精神。

1.4 时事类文学作品中的思政元素

高中统编教材中有很多文章，结合时代背景与热点，

增强现实关联性。比如《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

步》，描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科学精神及其对

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引导学生关注科技创新与社会责

任。《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

者袁隆平》这篇新闻报道，记述了科学家袁隆平为研究

杂交水稻进行的长期而艰难的研究工作，这种科学精神

值得学习，而这种为人类摆脱贫困饥饿的人道主义精神

更值得称颂。又如《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

中国抗疫记》更是直接写了与学生亲身经历过的重大时

事相关联，让我们见证了中国新时代的伟大壮举，也感

受到了中国人民在疫情面前表现出的团结一心、众志成

城的伟大民族精神。通过时事讨论，如中国香港回归、

《乡土中国》中的基层社会分析，深化学生对国家发展

与社会变迁的理解。

2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高中语文课程育人路径

2.1 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微以致远。”

教师，爱是底色，德是根本。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更应育人。引导学生寻找人生意义与价值。教师要深入

研究语文教材，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其与语文

知识传授有机结合。在教学革命传统作品时，要引导学

生感悟革命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例如，在教学《沁园春·长沙》时，教师可

以通过分析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引导学

生感受毛泽东同志的家国情怀和革命精神。在教学古诗

词时，要挖掘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等思政元

素，引导学生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例如，在教学

《离骚》时，教师可以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名句，引导学

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奋斗精神。

在教学现当代文学作品时，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

思考人生意义，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例

如，在教学《记念刘和珍君》时，教师可以通过分析作

品中作者的情感变化，引导学生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2.2 优化教学方法，增强课程思政的实效性

（1）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是课程思政的重要

教学方法之一。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将学生带入特

定的历史背景或文化情境中，增强学生对思政元素的理

解和感悟。例如，在教学《荷花淀》时，教师可以通过

播放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创设战争情境，让学生更好地

理解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精神。在教学古诗词时，教师

可以通过创设诗意的情境，如播放古筝音乐、展示古诗

词的书法作品等，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古诗词的意境和情

感，增强对思政元素的理解。

（2）讨论法：讨论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在课程思政

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活动，引导

学生对思政元素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例如，在教学《我

与地坛》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生命的意义”这

一话题，让学生在讨论中感悟生命的珍贵，培养学生的

生命意识和感恩意识。在教学革命传统作品时，教师可

以组织学生讨论“革命精神的内涵和价值”这一话题，

让学生在讨论中感悟革命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3）项目式学习法：项目式学习法是一种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

作能力。在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

与思政元素相关的项目，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项目

任务。例如，在教学古诗词单元时，教师可以设计“古

诗词中的思政元素探究”这一项目，让学生通过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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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古诗词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深入探究，并撰写研究

报告。在教学现当代文学作品单元时，教师可以设计“关

注社会现实，思考人生意义”这一项目，让学生通过小

组合作，对作品中的社会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

并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项目式学习法，学生能够在实

践中深入理解思政元素，增强课程思政的实效性。

2.3 加强教师素养，提升课程思政的实施能力

（1）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教师的思想政治

素养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基础。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思

想政治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教师还要

关注时事政治，了解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以便在语文教

学中及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例如，

在教学《拿来主义》时，教师可以通过结合当前社会热

点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

化，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批判性思维。

（2）提升教师的文化素养：高中语文教师应具备

深厚的文化素养，这不仅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更是

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教师需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哲

学等领域，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能将其融入

语文教学。例如在教授《鸿门宴》时，教师需具备深厚

的历史知识储备，才能将楚汉争霸的历史背景、人物性

格与命运等元素融入教学，引导学生理解历史发展规律

与人物道德抉择，培养其历史视野和道德判断力。同时，

教师还应掌握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文化思潮，以便

在教授鲁迅作品《祝福》《阿 Q正传》时，深入剖析作

品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思考社会现实与人生

价值。

（3）增强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教师要充分认识

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语文教学

的全过程。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应主动挖掘教材中的思

政元素，并将其与语文知识传授有机结合。例如在教学

《劝学》时，教师不仅要讲解文言文的字词句和文章结

构，还应引导学生体会其中的求学态度和坚持不懈精神，

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和奋斗精神。在日常教学中，

教师还应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语文教学引导学生思

考，如在讲授新闻单元时，选取与社会道德、国家发展

相关的热点新闻，组织学生讨论，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

公民意识。

2.4 营造思政教育氛围

（1）课堂互动：课堂互动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实施

途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例如在教学《雷雨》时，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讨论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与社会制度的关

系、伦理道德的冲突等话题。通过课堂互动，教师能够

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同时，课堂互动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增

强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2）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是课程思政的延伸和拓

展。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各种语文课外活动，如诗歌

朗诵比赛、文学作品研讨会、社会实践活动等。在诗歌

朗诵比赛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诗

歌，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让学生在朗诵中

感受诗歌的魅力，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文学作品

研讨会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深入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

和人物形象，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判断力。在

社会实践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开展社会调查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社会现实，增强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3 结论

高中语文课程思政的融合需以教材为根基、以创新

方法为桥梁、以实践为延伸、以教师能力为保障，最终

形成“知识传授+价值引领+素养提升”的全方位育人模

式。通过系统化设计与动态调整，可有效避免思政教育

的生硬嫁接，实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将思想政

治教育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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