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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Chine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Chine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prea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so as to create a socialist builder and successor with high quality, good moral character 
and hard technology for the country. Therefore, in the actual Chines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use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the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throughout the Chinese teaching process, fully excavat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elements, an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each course characteristics, earnestly implement ideological 
education,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efforts to achieve for the party 
education, for the education goal,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o provide qualified talen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strategy of innov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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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改革，高校语文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高校语文教育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
育人功能的重要途径，进而为国家塑造一个高素质、品德好、技术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在实际的语文教
学中，教师应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把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贯穿于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之中，充分挖掘出课程
思政元素，并根据每节课程的内容特点，切实落实思政育人，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目标，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合格的人才。基于此，论文针对高校语文人文教育视域下对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的意义及策略进行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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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文素养是一个人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审美品位

的综合体现，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大学语文作

为人文性最强的学科，素有“文以载道，教以载德”的重要

功能，在培育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责任。

然而，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一些高校语文教师过于注重知

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忽视了人文内涵的挖掘和情感体验的培

养，导致学生人文素养发展滞后。《普通高等学校语文课程

标准》明确指出，高校语文课程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为指导，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学生的现实需

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大学生培养成“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面对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高校语文教

学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把人文素养培育作为重要

目标，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引导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汲取人

文营养，提升精神境界，传承优秀文化，促进全面发展。高

校语文课程不仅担当着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任，更承担着

塑造学生道德品格、培育正确价值观的崇高使命。其课程内

容广泛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诸多领域，富含深厚

的人文意蕴与思想底蕴。深入发掘语文教材中的思政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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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在品味文学作品的同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无疑是高校语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追求。

2 高校语文人文教育价值分析

高校语文人文教育是指个体在人文领域所具备的知识、

能力、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它涵盖了人的精神

世界、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

重要要求。人文素养的内涵体现在对文化的传承与理解上。

人文素养要求个体具备对文化的敏感度和鉴赏力，可以理解

和传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例如，在语文学习中，通过阅

读经典文学作品，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

念，从而拓宽视野，增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人文素

养的内涵还包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与探索。高校语文人文教

育要求个体具备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可以深入思

考人生意义和存在价值，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境界。例如，在

探讨文学作品中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时，学生可以正确审视自

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同时，高校语文课程具有隐性的思政育人功能，可

以提升个体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一个有担

当、有情怀的公民。人文素养的价值还体现在推动社会进步

上。一个具备高度人文素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文化气

息、道德风尚良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更加注重

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而推动

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3 高校语文教育融入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3.1 有利于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课程思政于 2014 年首次提出后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

注，将课程思政融入各门课程教学全过程，语文课程不单单

是学习文本内容，而是将思政元素和大学语文课程有机结

合，建立两者紧密联系，达到为国育人、为党育才的重要作

用。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推进，高校语文教学

作为培养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重要平台，承担起更高的使命

和责任。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语文教学中，有利于提高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

念，有助于推动语文学科知识教育和思政教育实现正向融合

和有机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语文教学的融合端正了学生的三

观、提高了教师的道德修养，同时落实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教

育理念的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融入

各个课程和教学环节，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致力于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这一背景下，高校语文课程作为

通识课程之一，既承担着传授语言知识的任务，更肩负着培

养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重任。

3.2 有利于提升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课程思政在高校语文中的定位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融

入大学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语文教育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

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强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思政元

素融入各个学科和教学环节。在高校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

的定位体现为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文学作品中感受思想政治的深刻内

涵。通过深入学习，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

程、人类的价值追求、爱国主义精神等，从而培养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高校语文是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和审

美情感的关键阶段，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在于引导学生通

过文学赏析、语言运用等活动，主动思考和反思社会生活中

的伦理道德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意识和判断力。

4 高校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高校语文课堂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干扰并影响着学

生的学习发展，导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教学质量不理想。

首先，教师对于语文教材的依赖性太强，未能更新自己的教

学观念、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重塑教学模式，开展人文

教育，所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足，人文素养难以得到有效的

提升，存在严重的厌学情绪，不论是个性化发展还是专业化

发展，都面临着重重阻力。其次，高校语文教师选用的教学

方式不够科学，实际的教学过程枯燥乏味，未能唤醒学生的

学习兴趣、人文素养、创新思维等，所以大学生的思维灵活

性及认知水平，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知识视野无法得到

有效的拓展，也无法形成自己的学习节奏，向着更高层次发

展。最后，语文教育教学过于功利化，人文素养的教学实践

缺乏创新性，学生的人文素养参差不齐，学习动力不足，学

习积极性不高，所学知识无法融会贯通和学以致用，无法成

为高素质的专业型人才。

5 高校语文教育开展课程思政策略探索

5.1 利用经典文学作品，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
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历史的沧

桑和人类的智慧。然而，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我们需要审

慎选择经典文学作品，以更好地迎合当代社会的需求，使之

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时代特征。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我

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引入一些

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是重要的，特别是那些探讨科技

发展、社会变革等主题的作品。高校语文教师教学过程中可

以选择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作品，通过文学的形式探讨人与科

技、社会的关系，可以引入讲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

科技议题的文学作品，让学生通过文学的镜头思考科技发展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引发对未来的思考。

借助文学作品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培养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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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价值观的有效途径。通过深入解读文学作品，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感悟其中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人物

形象、情节设计等方面的分析，使学生在文学欣赏的同时，

逐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这需要教师具备深

厚的文学素养，可以将思政教育融入文学分析的方方面面。

当今社会，年轻一代面临着诸多复杂的社会环境，从而导致

价值观扭曲。经典文学作为一种深刻的思想表达方式，可以

通过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关注。选

择那些既具有时代代表性又可以传递正确价值观的经典文

学作品，成为当代文学教育的重要任务。

5.2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提升学生思想素质
高校语文教师在进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需

要清楚地知道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并且按照联系生活的方式

进行活动，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把其

中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用一种更生动、更贴近生活的形式传

达给学生。高校语文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社会实

践活动，带领学生走进乡村，与农民群众交流互动，了解他

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和需求。另外，学生还可以参与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为

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由此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乡村振兴

的重要性，增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同时强化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等。还可以让学生参与到志愿活动中，让学生搜

集相关的资料，了解具体的情况，并展示其成果，感悟知识

内涵，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形成优化知识体系。这也就

需要教师要可以深层次的挖掘其中的知识内容。以此设计实

践活动，让学生对实践活动感兴趣，进而融入所学知识，对

知识进行探索，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5.3 加强评价体系的建立，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高校语文课程传统的考核模式主要侧重于学生的单一

学科知识掌握和应试技能，然而，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

仅仅体现在专业知识上，更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想政治

表现。语文评价体系需要从传统的单一考试成绩向更加全面

的素质评价转变，以更全面、客观地了解学生的发展状况。

学科综合素质评价是素质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语文基

础知识的考核，应该引入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包括学科

运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通过综合

素质评价，可以更全面了解学生的学科学习情况和能力水

平，从而更好地指导学习和发展。根据高校语文思想政治教

育的目标和要求，制定科学、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知

识掌握、思维能力、道德情感、实践能力等多个方面，以

确保对学生思政教育的综合评价。除了传统的考试评价方式

外，还可引入口头表达、写作与论文、小组讨论和项目展示

等方式进行评价。通过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能更全面地评估

学生在思政教育中的发展情况。在评价过程中，注重对学生

语文学习过程的评价，关注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和反思

能力。通过交流、讨论、反馈等方式，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

价和互评，增强学生对自身成长的认知。建立教育质量监测

和督导机制，定期对高校语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

评估和反馈。

6 结语

高校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准确定位核心素养的培养

需求，积极探索课程思政元素，优化语文教学成效，使思想

育人工作协同开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因

此，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应积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

效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措施，采用有效的教学方式与方

法，优化育人效果，彰显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最终达到“语

文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高校

大思政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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