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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

&应用文写作'教学中的必要性

#$!3年 *月 #1日#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 年 * 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由此可见#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 '检验高职院校办

学质量的标准是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学生的素质#

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便大有文章可

做&(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

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互补为内核#对当今社

会影响只增不减#这从+论语,的'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易传,的'人文化成(到庄子的

'内圣外王(中可见一斑& 当代学生接受传统文

化教育#无疑能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豪感&

作为高职院校课程之一的'应用文写作(#承

载着厚重而深远的文化#从远古时期'结绳而治(

'劈木为契(到'殷墟卜辞('钟鼎铭文(#历经秦汉-

穿过隋唐-走到今天#应用文写作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一直是相辅相成-相息相生的& 如果教导得

当#在'应用文写作(的课堂上#学生不仅能够学到

应用之文#还能够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

种进心中#课堂不仅有'利(#而且有'功(&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应用文写

作'教学中的缺失

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传统文化处于一种

缺失状态#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5学校和教师传统文化教育意识缺失

学校重视不够#对'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理

念的理解有偏差&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都以培养

技能型学生为主#把'应用文写作(当成一门可有

可无的课程#使其处于一种相对尴尬的地位& 任

课教师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往往将学科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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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进行教学#把教书和育人分割开来#'应用文

写作(没有发挥出本应该具有的教化功能#使学

生在'应用文写作(课堂中感受不到文化的魅力&

'对于缺乏社会经验和行文经验的学生来讲#仅

仅接触枯燥的应用文无助于提高其自身的3核心

素养4#因为归根到底应用文仅仅是一种文字工

具而非知识目的&(

)#*

#)#5教师教学方法陈旧

因为上述观念的存在#直接导致大部分高职

教师对'应用文写作(教学不够重视#教学内容挖

掘不出新意#教学方法没有翻新#还保留着'格式

加例文(或'去文学化(的陈旧教学& 教师以传授

应用文写作知识-教会学生写作不同文种的应用

文为目的#却没有认识到在应用文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人格才是重点#更别说将传统文化教育体现

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了& 其实#每一个文种都

有特定的产生情境和历史由来#也有本身所具有

的鲜明特色和使用场合#教师应善于发现#勤于钻

研#把不同教学内容和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灵活

多变地结合起来#极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从而因势利导地将传统文化融入 '应用文

写作(课堂中去&

#)*5学生对&应用文写作'认识片面

高职生文化基础相对较弱-人文素养较为缺

失#综合素质普遍不太高#他们对'应用文写作(

课程的认识具有片面性& 很多学生初次接触这门

课程认为#'应用文写作(就是教他们写作文的#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们更加坚定了这样错

误的观念!我们到大学来是学习专业技术知识的#

可这种课程和专业知识没有任何关系#即使要写#

网上也有很多模板和例文可供参考& 至于'应用

文写作(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离他

们已是'千里之外(了& 诚然#'实用功利思维有

其重务实求新进取的一面#但其对大学生认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明显存在着(

)**

&

学生即使能够写出较为符合要求的应用文#但对

传统文化知识也知之不多#不能深层次认识到

'应用文写作(和传统文化的密切相关性&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应用文写作'

教学中的途径

教师要高效利用课堂内教学#让学生认识到

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和学好这门课程的必要性& 不

仅要教给学生应用写作的格式技巧-重点难点#还

要拓宽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境界#完善他们的

人格& 把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融入'应用文写作(

课程教学中#使两者有机联系#达到最佳教学效

果#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5 传统文化融入&应用文写作'教学内容

应用文的发展历史悠久#经历了从无文字到

有文字的过程#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是甲骨文时期&

为了进一步直观了解甲骨文#教师不妨写出一些

简单易懂的甲骨文让学生来认#例如'一-二-三-

四-五-日-月-水-火-土-牛-羊-车-男-妇(等#由

此#再讲到甲骨文的发现-文字的演变#文字从刻

在龟甲-钟鼎上到写在纸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极大的方便#这期间又经历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事

件!造纸术的发明&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大大吸引

学生的兴趣#也让他们惊讶-赞叹于古人的智慧#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而文章典籍

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尤其是应用文#始终以

它独特的实践性品格#直接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生

活#成为社会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文化记

忆的活标本&(

)3*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著作+尚

书,篇章结构已相当完整#形成典-谟-训-诰-誓-

命六体#是最早的一部应用文专集#为我国公文写

作的先河之作& +尚书/大禹谟,记载了十六个

字#是舜传给大禹的#其内容是'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中国文化传统中

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与灵

魂就是'天人合一(#一直到今天的'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由其思想发展而来& 李

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报

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王安石的 +答司马谏议

书,-林觉民的+与妻书,等#都是应用文发展史上

的传世佳作#如能把某一篇目融入课堂中#挖掘其

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和应用价值#或许能

起到较好的效果& 如讲到上行文时#以+出师表,

开篇#先介绍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语言

内容#然后与现代的'议案(相比较#在学习行文

方向的同时#使学生能够深刻体会到社会制度的

发展#传统文化中古人刚正不阿的君子气节-强烈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能较好地提高他

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担当意识&

季羡林老先生认为人类从有社会以来#必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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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种规则来维系#否则社会就会乱七八糟&

这就是要制定'规章制度(的原因#社会如此#任

何单位亦如此& 因而#在讲解'规章制度(这一文

种时#让学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在写作时融

入管理者的主体思想-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写出

逻辑清晰-内容可行的规章制度&

'3礼义廉耻#国之四维4#礼义廉耻是国家的

四个支柱22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最精华的内容#它在世界人类文明遗产中的特殊

性非常之明显&(

)"*从古希腊一直到印度#每个民

族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可是内容如此全面-年代

如此久远-涉及面如此广泛的道德规范#放眼全世

界#中国是唯一的& '3孝4这个概念#3三纲五常4

里面都有#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具

体& 这个词有中国的特点&(

)"*中国是礼仪之邦#

在写作感谢信-慰问信时#要结合中国人所具有的

这种传统美德#用词准确#感情真挚#情真意切&

以上所举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他

文种如'计划-总结-请示-海报-新闻(等等都能

够找到传统文化的影子&

*)#5传统文化融入教师言行

成语是中国传统语言的精髓#是几千年传统

文化的宝贵沉淀#几乎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

精彩的故事和典故& 教学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语

言艺术& 教师在上课时#如果能把一些成语随机

运用到课堂中#无疑能够得到学生的肯定#并体现

出教师的文化底蕴& 某一音乐类选秀节目中#音

乐人李健就是因为能够善用成语#活用成语#不仅

让其他导师连连称赞#也让全国观众再一次看到

不一样的才子李健#大大提高了他在观众心目中

的喜爱程度&

在此#拿两种情况举例& 一种是与教材内容

有关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计划的写作

就是帮我们'预(#事先做好打算#定好目标#事情

就成功了一半$写总结时#不仅要写经验做法#也

要写存在的问题#不能'讳疾忌医($举行活动前#

如果我们把策划书写好#就能够做到 '成竹在

胸($为了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写感谢信#我们要

知道'衔环结草(#并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在激烈

的竞争中#我们要学会'毛遂自荐(#写好竞聘演

讲稿$读书期间#一定要打好基础#学好知识#要相

信#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求职时#不能'高不成低不就(等等& 另一种是与

激励学生有关的& 前两年有一句网络流行语'主

要看气质(#什么样的气质才是最好的气质呢.

苏东坡告诉我们'腹有诗书气自华(#鼓励学生多

读书#不要'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在课堂中做练习时#要'一鼓作气(#抓紧时间#

'趁热打铁($为什么要不断练习应用文的写作

呢. 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夸奖学生的习作写得好时#真是'梦笔生花( '一

字千金(啊$而表扬学生有进步时#就可用'孺子

可教($要取得一定的成绩#就要有所付出#如能

做到'木人石心(#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另外#'板书(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会板

书(也是教师应具有的基本功之一& 随着信息化

的发展#现在高职院校大多是 aaV授课#这种方

式固然有它的优点#但适当的板书还是能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 一份字迹优美-布置得当的板书#

能让学生眼前一亮#或许#有的学生还会模仿老师

的笔迹#这样#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润物细无

声(的作用& 当然#这就要求教师还要多练基本

功#写出来的粉笔字能够登上'大雅之堂(&

*)*5传统文化融入学生活动

光靠教师的理论讲解还不足以将传统文化的

思想在学生的脑海中打上深深的印记#必须让学

生在活动中体会-领悟-感受传统文化的丰富内

涵#而教师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即可&

例如在讲解会议记录这一节时#分小组进行

模拟会议#由小组长负责主持和分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和责任意识大大提高了#会议记录都完成

得很好& 竞聘演讲稿练习中#学生选择自己熟悉

或者感兴趣的职位写一篇演讲稿#完成后#让学生

在讲台上以演讲的形式展示自己的作品#这不仅

锻炼了他们的胆量#也给了他们充分发挥演讲才

能的机会& 中华礼仪#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种

内容#无论是在大学生活还是以后的工作中#都是

必须要掌握的一项能力& 在应用文写作的课堂

上#同样可以用活动的形式将礼仪知识传授给学

生& 在学习求职信的写作时#各小组课前到网上

查找与所学专业相关的招聘信息#了解招聘岗位

及具体条件#并以面试官的身份自拟 *9" 个针对

求职者的问题#课堂上#小组交叉招聘& 其他学生

从求职者着装-进门-握手-落座-自我介绍-回答

问题-离开等全过程来进行评价和分析#力求掌握

最正确的面试求职礼仪#为他们日后的求职成功

打下基础&

除此之外#一些课外的实践活动也能调动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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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探寻文化的兴趣& 教师利用相关的文化知识布

置写作任务& 还是以小组为单位#分别探寻本校

或当地有名的文化景点#写一份校园文化调查报

告#或者申报省级"国家级%旅游景区的请示#或

者广告词等& 以我校为例#学院地处湘潭九华经

开区#附近就有九华湖德文化公园#公园以忠-孝-

礼-义-廉为内涵#以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

德规范为主题#布置学生利用节假日去公园观赏-

调查#写一份广告词& 离学校不到 " 0P处#是湘

潭久负盛名-经历了 3个世纪风吹雨打的万楼#文

化气息尤其浓厚#学生就可以为此写一份申报省

级旅游景区的请示& 学生带着任务去学#跟着团

队去学#一方面#能够增强他们的协作意识和责任

意识#另一方面#能引导他们主动了解传统文化#

掌握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髓#并不由自主地产生

爱家-爱校-爱国的美好情感&

35结语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合到'应用文写

作(教学中#挖掘传统文化#使两者有机结合起

来#关键是要找准切入点#'找准切入点的基本前

提是明确文化融入的目的除了传承传统文化之

外#同样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最终达到相得益彰

的教学效果&(

)1*当然#文化不仅需要传承#还需

要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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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

而#高职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

结合自己的实际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才能紧跟时

代步伐#真正成为有德-有能的可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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