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5 

Education Research 

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改革路径初探 
 

徐樱子  王海波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DOI:10.12238/er.v4i4.3803 

 

[摘  要] 立德树人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大学语文的重要教学目标和任务。在

“课程思政”背景下,充分发掘大学语文的课程资源,是新时代赋予该课程的重要使命。大学语文课程作

为一门以提升人文素养为目标的课程,涵盖德育主题,适应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发展需要,在课程思政改革

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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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大学语文课程

思政改革,着重突出旅游职业人文素养

和职业通用能力两个关键点,奉行价值

引领、培养合作探究精神、强调行为实

践等教学原则,通过了解中国语言文学

及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自信。 

1 高职旅游类专业大学语文课

程思政改革的意义 

1.1高职旅游类专业大学语文课程

思政的必要性。大学语文作为人文素质

教育的基础课程与核心课程,它融语文

教育的工具性、人文性、审美性于一体。

这些作品蕴藏着丰富的政治、社会、历

史、自然等各种形象化的具体感性的知

识,学习这些作品,学生不仅能够提升文

化自信,更能够提升自身人文素养,树立

正确价值观。旅游类专业因其专业需求,

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应用于对

景区了解、导游词的撰写以及景区讲解。

高职院校教学以提高专业技能为目标,

强调专业课程的精深学习,属于公共基

础课程的大学语文课时数和教学地位受

到削弱。而当前高职旅游类专业大学语

文课程在课时数少甚至不设置本课程的

情况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也普遍存

在思政元素融入不足的问题,落后于培

养高素质人才的时代需求,进行深度改

革势在必行。 

1.2高职旅游类专业大学语文课程

思政的可行性。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

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

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要把知

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结合起

来,把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融入每一

门课的教学。大学语文课程中涵盖大量

中国优秀文学作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

赏析,了解其作者生平、创作背景以及情

绪情感,帮助学生提升文学鉴赏力,培养

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与此同时,大学语

文在能力目标方面还聚焦了学生的口语

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由此可见,在旅游

类专业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充分融入

课程思政理念,是文学素养、思政观念与

专业能力的有机结合,也是三者的同步

优化。 

2 高职旅游类专业大学语文课

程思政改革理念与思路 

本课程在教学设计上贯穿“提升文

化自信,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思政主线,

着重突出职业人文素养和职业通用能力

两个关键点,奉行价值引领、培养合作探

究精神、强调行为实践等教学原则,贯彻

“以学生为主体”教学理念。与专业相

结合,与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案例相结

合,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背后的精神内

涵厚植于学生心灵, 终实现大学生文

化自信、思想品德的提升。 

基于以上理念,大学语文开展“课程

思政”教学的改革思路,聚焦一条思政主

线,即“提升文化自信,树立正确价值

观”。在教学模式方面,本着“互联网＋”

以及“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采用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按照“课前阅读—

课中讲解、鉴赏、合作探究——课后实

践活动”实施教学。在教学内容方面,

传统大学语文教学大多是按照时间轴排

列学习内容,从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诗

经、楚辞到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

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而本课程在现有

的大学语文课程作品和其他现当代文学

作品中充分挖掘思政线索,将其整合并

与现今生活实际相联系,充分结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做人做事的道理

等教育内容,构成了新的专题模块。 

3 高职旅游类专业大学语文课

程思政教学实践 

3.1融入思政内容的专题化教育。在

原有教材的基础上挖掘文学作品中的课

程思政映射点,构建融入思政内容的全

新专题,在专题化教学中充分运用ppt、

视频等多媒体素材,组建学习小组进行

合作探究,并结合真实案例形成具有思

政内涵的课程体系。各模块所蕴含的思

政专题主要有：“我的大学”模块启发学

生对“大学”的深入理解,引导学生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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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远大理想,合理规划大学生活；“胸

怀天下”模块将爱国作品与疫情中的

美逆行者结合,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修身养性”专题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养学生的正确道德观念。修身也

是中华基本思想的体现,通过修身主题

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脚踏实

地”专题从敬业乐业角度出发培养学生

的工匠精神,强化职业道德教育；“人生

若只如初见”模块结合经典爱情作品启

发学生树立正确爱情观；“人间四月天”

专题以美丽中国为载体加强学生生态文

明意识；“人间至情”专题传承孝敬父母

的优良传统美德,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

“生命至上”专题通过经典文学作品培

养学生对生命的敬畏之感,关怀生命的

价值,培养抗挫折能力。 

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课堂专题化教

学的合作探究中,设置具有思政引导性

的问题,充分调动学生自主探究的积极

性,使学生在合作探究过程中形成对思

政观点自觉地认同,避免生硬地灌输和

说教。 

3.2融入思政内容的翻转课堂。课前

由教师在“云班课”平台发布本专题教

学资源包,包括文学作品、朗诵欣赏链

接、名家鉴赏视频以及延伸阅读等,学生

在课前自主学习,初识作品,形成感悟并

提出疑问。在课前学习中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课堂上的时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学生阅读分享,第二部分是本专

题2-3篇文学作品的引导鉴赏与合作探

究。在学生阅读分享部分,每节课请3位

同学以ppt演讲的形式分享所阅读书籍

或作品的内容、作者、创作背景、读后

感悟等,借此锻炼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必

备的演讲、朗读口才、叙事能力及逻辑

思维能力。在文学作品鉴赏部分,教师借

助ppt讲解、视频等方式针对本专题文学

作品的重点、难点进行讲解、分析作品

背后的思想内涵,引导学生合作探究在

课前预习中提出的问题, 后对本专题

的中心思想进行提炼概括。 

课后践行知行合一的原则,举办各

类大学语文实践活动,活动从两方面入

手：一是参观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文化资

源,如文化遗产实体、非物质遗产、红

色主题教育基地和其他文博资源等,让

学生变身“讲解员”,发挥学生旅游专

业优势的同时提升文化自信；二是举办

诗词大会、“人间四月天”摄影比赛、

导游词里的诗意中国等主题活动,丰富

校园文化。 

4 高职旅游类专业大学语文课

程思政改革预期成效 

本门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预期成效

有以下几个： 

4.1学生通过学习融入思政线索的

八大专题、至少15篇经典文学作品的赏

析,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

积极价值观的影响与引导,对本民族文

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实现了提升文

化自信的思政目标。 

4.2通过对中国先贤们智慧、品德

的探究以及教师对作品背后内涵的引

导,在对待学业、友情、亲情、爱情等

方面学生观念有了大幅提升,具体体现

在课堂问题回答及课后读书感悟撰写

上,实现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

思政目标。 

4.3通过全方位融入思政元素的翻

转课堂教学、读书分享活动、合作探究

以及各类大学语文实践活动,在课前-课

中-课后三个环节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课堂气氛活跃,发言内容精

彩。学生在课前能够认真预习、准备读

书分享；课中能够分享自己预习的内容、

积极参与小组合作探究；课后更是可挑

选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各类大学语文实

践活动参加。 

4.4每课读书分享活动让每位同学

都获得了在公共场合演讲,思想碰撞的

机会；模仿名家的诗词朗诵让同学们追

求精益求精的朗诵水平,用实际行动诠

释工匠精神；融入了思政元素的情景模

拟,让学生的应用文写作有了基本框架

和思路。 

5 结语 

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大学语文课程

思政改革,希望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更

多的优秀作品,增加课时,将更多优秀且

具有思政意义的作品呈现在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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