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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2019年 3月，习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1]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级各类学校开启了以“课程思

政”为抓手、以构建“大思政格局”为核心、以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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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阈下内地西藏幼师班语文教学研究
———以 M学院为例

【摘要】以 M学院为例，分析了解“课程思政”视阈下内地西藏幼师班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指出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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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期通过语文教学改革，促使语文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确保内地西藏幼师班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在语文课

上得到完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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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创新发展为关键的课程改革实践之路。

“课程思政”理念以“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的首

要问题为根本导向，以促进学生成长发展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强调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有

育人职责，所有课堂都是育人的主渠道。[2]作为西藏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3]，内地西藏幼师班语文教学应当

紧扣“课程思政”要求，深入分析西藏地区的实际情

况，采取可行的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语文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机融合中自然而然地渗透对学生思想情感、道德伦

理、价值取向的引领与影响，使内地西藏幼师班学生

的思想道德修养不断得到完善与提升，最终实现“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的，从而有效助力学生成长发

展，使内地西藏幼师班学生成为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优秀后备人才。

2 内地西藏幼师班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

治教育的现状
2.1 部分班级对语文教学定位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影响了语文课程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

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的核心性质，语文教

学的定位应涵盖以下三个方面：学习文学，提升审美

能力；深化汉语教育，培养表达能力；强化语文教育的

情感培养与人生引导作用，实现育人的最终目标[4]。

然而，当前部分内地西藏幼师班并不是很重视语

文教育教学，语文课程“边缘化”现象较严重。作为公

共基础课程，语文并不在人才培养的重点教育内容范

畴之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学生不太重视

学习语文课程，而更多地倾向于学习专业技能。忽视

语文学习的功能价值作用，也间接地斩断了一条通过

语文教学来培养提升学生思想政治修养的有效路径。

2.2 部分班级语文教学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关联

度不太高，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指引

据调查，部分内地西藏幼师班语文教学与思想政

治教育衔接不甚紧密，语文教学内容的安排设置并没

有鲜明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环节，没有有意识地把思想

政治教育作为语文教学内容的一个亮点来进行教学

设计，从而导致语文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没

有切实做到相互融合促进。

大部分语文教师所学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受专业

特性的影响，部分老师习惯于从语言文学的角度、审

美的角度来安排与剖析教学内容，没有深入发掘文学

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的内容因素，没有结合西藏

发展实际有意识地去探讨语文教材资源里的思想政

治教育价值内涵。部分语文教师在组织开展各类语文

教学活动时往往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运用以

及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引导，在主动地帮助学生去树

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坚定理想

信念等方面缺乏有针对性的语文教学内容设计。

2.3 部分班级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学生较难从乏味

的语文课堂教学中受到思政教育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内地西藏幼

师班在语文教学中注重的是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教

育，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主，采取“灌输———听记”的

教学模式，这种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使得语文的美

感缺失，因而学生的学习热情不太高，语文学习效果

不太好。

语文课堂上，部分教师习惯于按部就班地教学生

常规的听说读写，而没有着力于从多维度来发掘展现

文本作品中的人事景物，没有注重引领学生从不同角

度来品读感悟文本作品中的真善美。部分学生被动地

接受语文基础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教育，没有学会全方

位思考，没有养成自觉阅读领会文本作品的好习惯，

因而就难以通过语文学习、阅读积累来将隐藏于作品

中的思想价值、审美情感内化为个人的思想感情、价

值观念与行为准则。

3 内地西藏幼师班语文教学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的有效路径
3.1 重新审视语文教学，准确定位语文地位

新时代，内地西藏幼师班语文教师应重新审视语

文教学的重要性，对语文教学进行准确定位。只有改

变认识上的偏差，明确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目标要

求、传授内容、方法模式与教学时间等，切实提升语文

教学的地位，才能促使语文教学在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将语文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有机统一，

这既体现了内地西藏幼师班多元化教学理念，又真正

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高效化与语文学习多元化，实现

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共同发展，[5] 在教学中充分

考虑学生的民族身份、区域特色、专业特点以及惯有

认知方式等，启发引导学生多维度深层次全方位思考

问题，多视角多元化解读文本，激发学生主动学习语

文的热情，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提升学生思想政治

素质打下坚固基础。

3.2 提升教师思政素质，正确把握教育方向

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占据主导作用，是语文课

程能否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为

了促使语文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全面深度融合，

就必须不断提升语文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确保

能够时刻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向，能够自觉主动

地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或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帮助内地西藏幼师班学生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通过参加培训或自学，语文教师系统学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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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教育观与民族观，在此指引下与时俱进全面深化

语文课程创新改革。要时刻牢记“自觉增强立德树人、

教书育人的荣誉感与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

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6]全面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在工作、学习与生活中着力提升自身的思

想政治素质，为学生健康成长立榜样做表率。教师要

坚定不移地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忠实践行者，在语文课程教学中大力弘扬传播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既丰富拓展了语文教学内

容，又彰显了语文课程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3.3 重新选编语文教材，科学设计教材内容

语文教师应深入研究内地西藏幼师班学生特点，

对教材重新进行编排设计，不仅要注重融入语文课程

的工具性、人文性、职业性等方面元素，更要注重在教

材体系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且要遵循藏族

地域文化规律，使其能够符合内地西藏幼师班学生身

心实际特征，从而有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在编选教材时，要紧密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要求，

落实内地西藏幼师班教育目标，确保完成好教育援藏

任务，一要将经典作品选录进来，这些作品既能提升

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又能在文学艺术的无形熏陶与

影响中浸染思想政治教育。二要有选择性地吸纳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和时代风采。”因而，语文教材应当充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气神。[7]三要选编紧跟时代发展的篇章，让学

生切身体会到通过语文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融学习，

可以正确及时地认知社会发展与时代的需求。

3.4 创新语文教学模式，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在教育改革的新形势下，传统的教学方法与理念

已难以适应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新要求，要将思想政

治教育贯穿于语文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语文教师就必

须创新教学模式，更新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一是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让学生主动参与语

文教学活动，通过小组讨论交流汇报，让学生自觉领

会深入把握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教师在小组合

作学习模式中对学生做适当的指导调控，明确责任分

工，注重激励引导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唤起学生的

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完成语文学

习任务的同时又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引导。[8]二是尝试

运用专题化教学模式。教师围绕教材各个单元的内容

方向，从不同层面选取多个知识点，引申提炼成一个

个专题模块。将零散的作品篇章糅合在一个专题里进

行系统化的知识探究，并在专题教学中找准思想政治

教育的切入点，有的放矢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渗透。这

种教学模式拓展延伸了教学内容，有益于学生开阔视

野，累积知识，衍生学习兴趣，进而达成在语文教学中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4 结束语
“课程思政”视阈下，在语文教学全过程中有机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已然成为了新时代内地西藏幼师班

教育教学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必然选择。今

后，内地西藏幼师班应继续在语文教材内容、教学模

式、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积极主动地开展改革创新，

深入开发利用语文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充

分发挥语文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促使语文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确保内地西藏幼师

班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在语文课上得到不断完善与提

升，最终成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可用之才。

【参考文献】
[1]吴晶，胡浩.一堂特殊而难忘的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侧记[EB/OL].http:

//cpc.people.com.cn/n1/2019/0319/c64387-30982248.html,

2019-3-19.

[2]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高校立德树人需要思政课更大担当[N].光明日报，2019-04

-18（06）.

[3]贺能坤.内地西藏班(校)办学 30年来教育成效显著[N].中

国社会科学报，2018-12-20（004）.

[4]吴秋懿.高职语文教学定位现状及应对策略[J].教育教学

论坛，2016（46）：249-250.

[5]段鸣骅.大学语文课程结合思政教育之教学策略探究[J].

语文建设，2015（9）：21-22.

[6]韩振峰.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EB/OL].http://edu.peo-

ple.com.cn/n/2014/0905/c1053-25609475.html,2014-9-5.

[7]黄水莲，刘恋.中华经典阅读融入高校通识教育的意义与

策略研究[J].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75-77.

[8]赵波.高职艺术院校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J].

西部素质教育，2018（14）:185-186.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