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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现状与问题入手，以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导向，解析现代汉
语知识中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团结协作等思政元素，并尝试教学探索，以实现 “价值引领”和 “知识传授”

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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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

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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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学生

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程都有守好

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和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本文以 《现

代汉语》内容为主旨，通过教师引导与学生主

体相结合，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等内容融入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知识能

力的同时提升其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以

落实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现代汉语》为中文相关专业学科基础课，

授课周期长，理论知识丰富，实践运用广泛。

通过要求学生多观察语言现象，勤学多思，以

提高学生理解、分析、运用汉语的能力。习近

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

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这是对

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高度概括。因而将思政元

素融入课程教学，继而在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

引领。

同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汉语作为世

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它所承载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内容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现代汉语》教学中的听说读写除汉语知识外，

无不蕴含着汉语所承载的社会思想和优秀传统

文化。这就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强调语言工具属

性的同时，还应关注语言的人文属性，挖掘其

背后蕴藏的诸如国家精神、社会文化等内涵，

并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与熏陶，明辨是非善恶，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此，在 《现代汉语》教学中增加思政元

素，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提升民族自豪感，帮

助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体系，使其成

为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的现状

课程思政从提出到如今实行时间尚短，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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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不小影响力，但仍处于摸索阶段，尤其

是高校 《现代汉语》课程思政存在不少问题与

困境。

（一）教师有心无力，学生无形抵触

目前，随着课程思政不断深入，多数教师

已逐步尝试从以往单纯把知识与能力目标作为

教学重心转向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的融合方面，

但教学效果不佳。一方面课程思政相对复杂，

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甚至同一课程的不同教

学内容都有不同教学方法。教师仅从个人经验

出发，是否时常把控时政热点，跟随时代步伐，

亦或是采用传统保守语料适时适当引至课程内

容，自行建构课程思政方面的教学内容，然教

学效果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学生认知不断呈现多样化和个性

化特征。当代大学生深受自媒体影响，不再过

度依赖权威解读，而是自行求助网络，探索未

知，如若教师针对课程思政一味说教，只会引

发学生抵触心理，难以形成价值认同；同时一

些社会热点问题不能加以合理引导，极易造成

学生情绪波动，影响专业课学习，这也成为实

施课程思政的一大障碍。

（二）“知行不一”问题突出

《现代汉语》课程思政作为全新课题，必

须面对学生 “知行不一”的问题。与其他课程

相比， 《现代汉语》理论性强，相对枯燥难

懂，不少同学存在畏难情绪，缺乏学习兴趣。

学生普遍知道系统性的汉语知识穿插于日常生

活，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言语比比皆是，

却囿于知识枯燥无聊难以静心，沉迷网络游戏

不可自拔；学生明知此种行为浪费时间仍执意

为之。这都是人存在不理性，要与惰性、诱惑

作斗争。针对此种情况，课程思政已不单是知

识的传授，而是抓住学生注意力的同时实现价

值观的塑造，激发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并化为

课程学习的持久动力，让思政元素从认知层面

上升到认同层面，以真正做到 “知行合一”，入

脑入心。

三、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

（一）微观方面

语音是现代汉语的 “物质外壳”，词汇是现

代汉语的 “建筑材料”，语法是现代汉语的排列

组合，因而微观方面主要从思政元素出发，融

通语音、词汇、语法部分具体知识点，以培养

国家栋梁。

１爱国主义强化知行合一。习近平在北大
师生座谈会讲话中提到 “爱国，是人世间深层、

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爱国主义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

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体现了每一位中华儿女的

责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歇

动力，通过塑造爱国主义，提升认同层次，强

化学生知行合一。在讲授语音方面，如汉语拼

音方案时，可融通爱国主义，提升师生情感共

鸣。提到汉语拼音方案，很多学生第一反应就

是声母表、韵母表、声调和隔音符号，殊不知

我们普通话中也有汉语字母歌，即字母表。不

管给哪级同学上课，很多学生表示小的时候没

有听过或根本不知道汉语字母歌的存在，一说

字母歌那就是英语字母歌。因而每次都会让同

学们跟唱几遍以熟悉我们的汉语传承，顺便告

诉他们 “以后当了老师，记得教给学生”等话

语，学生也都开心地说 “必须的，让我们的二

十六个汉语字母歌传承下去，让他们感受汉语

的魅力”，一首字母歌，传承的不只是字母歌，

而是百位汉语研究者的心血，上千学者的爱国

情怀，让汉语跟随时代步伐，源远流长。

在讲授语法方面，如动词词类时，可融通

时政热点，提升爱国情怀。提到表示行为的动

词 “解放、压迫”时，适当举例辛丑年事件进

行对比，一是１９０１年 《辛丑条约》签订场景，

中国清廷代表奕、李鸿章与英美等十一国谈

判，唯唯诺诺，任人宰割，赔款、口岸开放等

条款唯洋人是从，此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中国压迫之惨状跃然纸上；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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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初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场景，中国代表杨
洁篪强调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等话语，句句振奋人心，亦体现国家四九年解

放至今韬光养晦的强大国力，国人争相转发。

同样的辛丑年，不一样的谈判场景，前后对比

凸现无数爱国志士发愤图强，探索和寻求民族

复兴，学生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唱响祖国赞歌，

点燃奋斗豪情，默默下定决心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２理想信念消除无助感。理想信念是教育
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环节，旨在引导大学生成

为有理想、有信念、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此时教师不再有心无力，通过自身榜样

力量阐释学生树立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在讲解

语音方面，如音变中儿化作用之表达感情色彩

时，可融通理想信念，凝聚情感力量。 “老头、

老伴”空乏称谓，一旦儿化加身，“老头儿、老

伴儿”情感亲切，让人浮云岁老情真的温馨画

面，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对比当下，为购房

假离婚，为子女凑合生活等现象所带来的高离

婚率，以及快餐式情感，让人疑云重重。“道虽

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每一件事

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男女双

方面对严峻考验，往往缺乏信念，相互推诿，

枯竭了相伴终老的力量源泉。因而我们应秉承

对自己负责的信念，一声 “老头儿”或 “老伴

儿”的呼唤，既是责任与担当的体现，亦是相

携而行的勇气。

在讲解抽象名词 “精神”时，可融通理想

信念，升华认知。“精神”看不见摸不着却指引

着我们不断前行，如学习 “雷锋精神”，做好事

不留名，无人强迫却也欣然为之。“理想”“信

念”作为名词亦是如此，伴随我们左右，冥冥

中给予我们奋勇向前的动力。苏霍姆林斯基曾

言 “信念只有在积极的行动之中才能够生存，

才能够得到加强和磨炼”，考研的辛苦不亚于高

考，这些人正是靠自身理想信念不断激励自己，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与时间赛跑，攻克

起早贪黑的束缚以及自身惰性等弱点，才换来

人生路途中的一次晋级。因而作为新时代青年，

我们不管是在情感道路还是人生道路上，都要

向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 “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使命的理想信念靠拢，一旦规划人

生，就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万里长空放飞

青春梦想，坚定信念，战胜艰难险阻，让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３团结协作消解个性化。团结协作是现代
人必备的素质，亦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如今社

会专业化日趋明细，学会与他人合作，同心山

成玉，协力土变金。如今自媒体贯穿琐碎生活，

人人术业有专攻，多样性和个性化特征值得我

们彼此团结协作，取长补短，共克所面难题。

在讲授词汇方面的 “词汇单位”时，可融通团

结协作，明确合作重要性。语素组合成词，词

又组成短语，三者从低到高，各司其职，又通

过 “替代法”“剩余法”“插入法”鉴别彼此联

系，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所处位置不同，功

能也有高低。身处社会，我们人类亦是如此，

每人皆有优缺点，这就需要我们严于律己，彼

此包容，团结协作，提升团队凝聚力。

在 《现代汉语》课程思政中，可融通团结

协作，探究班级凝聚力。如每学期总复习，积

极倡导班委进行组织，力图让优秀学生站上讲

台为学生梳理章节知识点，输送 “相亲相爱一

家人”思想，通过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模式实行

帮扶，增强班级凝聚力。优秀班集体的构建并

非个人所能完成，单纯靠班委的聪明才智和努

力很难取得成功，这就需要营造班级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只有懂得团队协作，形成良好的帮

扶学风，互帮互助，每个人的学习成绩都有所

提升，优秀班集体的桂冠才会不期而遇。因而

作为新时代接班人，更应该学会团结协作，继

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争取早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宏观方面

面对高校 《现代汉语》课程思政，各高校

有关部门需高度重视，以落实教育以德树人根

本任务为出发点，转换教育理念，整体谋划，

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互相监督，构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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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全人员思政育人新理念，并不断提升各

任课教师思政育人水平。因此，相关部门应从

整体上组建优秀教学团队，强化 “学生为主体”

教学观念，彼此沟通进步，壮大 “双一流”课

程教师队伍；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融入思政元

素，为国家级、省级 “双一流”课程申报积蓄

力量；优化思政语料，精心选取体现主流价值、

贴近时代脉搏、符合教学内容的教学素材，为

“双一流”课程的长远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健全

合理高效的课程质量评估、考核机制，提高

《现代汉语》思政教育成果，提升 “双一流”

教师队伍获得感。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１２－９

（０１）．

［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论述摘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５４

［３］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 （增订六版） ［Ｍ］．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６．

［４］康雅利．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则与路径研

究 ［Ｄ］．河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９：１２．

［５］吴红松．高校语言学课程思政 “建设的探索和实

践———以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课程教学为例 ［Ｊ］．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１１）：３６．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ＬＩＨｏｎｇｙｉｎｇ
（Ｌｉｊｉａ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６７４１９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ａｒ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ｏｏｋ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ｔａｓｋｏｆ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ｖｉｒｔｕｅａｓ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ｔ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ｉｄｅａｌｓａｎｄｂｅｌｉｅｆｓ，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ｒｉ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ｕｎｉｔｙｏｆ
“ｖａｌｕ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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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