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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混合式教学在中等职业学校加速了进程。随着线上线下教学的不断深入，混合式教学逐

渐进入常态化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文章通过在中职学校的语文课程探索与实践，从教

师、教学、学生三个方面来探讨混合式教学，总结出混合式教学在中职学校语文课程实施的优势和不足，并指出未来

的语文课程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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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xed teaching ha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ixed teaching has gradually entered into the normal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curriculum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ixed teaching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curriculum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curriculu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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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的现状

中职学生的文化基础薄弱，对公共基础课不重视，中职学校

语文课堂效率低下，学生不想学、听不懂、学不会、不敢问是传

统语文课堂的常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教育教学的深入

改革，企业和社会对学生文化素质的要求提高，中职学校的公共

基础课的落后现象亟待改变。混合式教学方式进入中职语文，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这种消极的现状。

（一）中职学生文化基础薄弱。

中职学校学生通常是经过中考后，职普分流的结果，选择上

中职的学生，文化基础相对薄弱。进入中职以后，学生本着掌握

一项技能，将来在社会立足的心态，对专业课程相对重视，而对

公共基础课重视不够，也难以意识到公共基础课对专业发展的重

要性。加上学生原有文化基础薄弱，在语文课堂，教师授课只能

针对大多数学生，难以全面兼顾，部分学生对授课内容出现听不

懂的现象，课后也不请教教师，这些学生不懂的知识越积越多，

最后导致公共基础课愈加薄弱，反过来也影响了学生对其他课程

的学习能力，最终影响学生的长远发展。

（二）学校开设语文课时不足。

根据《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要求，中等职业

学校语文课程课时是198课时以上。[1]而实际上学校的开设的课时

远远不足，从学校的层面看，学校的发展方向以就业为导向，因

此大量开设专业课，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语文课程逐渐到了边

缘地位。近年来，随着中职升学政策的发展，学校层面逐渐升学

与就业并重，语文课逐渐得到重视，但语文课程的课时仍远远达

不到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而混合式教学，除了线下的开设课时

外，还有效地利用了学生的课余时间，线上线下的学习时间相结

合，基本达到了新课标中对课程课时量的要求。

（三）学生对传统语文课堂兴趣不大

长期以来，部分学校对公共基础课教师的重视程度不够，培

训不到位，语文教师在中等职业学校处于边缘地位，大部分语文

教师的教学水平仍停留在传统的讲授方式上，对新技术、新方法

掌握甚少，导致语文课堂仍然是传统的讲授方式，学生对理论兴

趣不大，课堂沉闷无味。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公共基

础课得到重视，教师也得到了适当的培训，逐步掌握信息化的教

学技能，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逐渐扭转语文课堂的传统方式，

让语文课堂走上了信息化的道路。

二、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背景支持

混合式教学（B-learning）模式主要指的是“基于移动通信

设备、网络学习环境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情境”[2]。混合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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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从“意向期”到“探索期”，再发展到“深化期”，离不开大

量一线的教学机构、一线教师的努力。[3]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

体机的普及，校园网络的覆盖，为开展混合式教学提供了前提；

教师心理上的转变，技能上的掌握，为开展混合式教学提供了

基础。

（一）学校在硬件设施上的支持。从粉笔、黑板到多媒体电

脑、投影仪的发展，再到教室一体机的广泛使用，学生人手一台

手机，甚至平板电脑的教学设备的发展，教学从过去的传统方

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混合式教学提供了基本的物质

保障。

（二）教师在技术层面的掌握。在2020年的调查中显示，教

师对混合式教学有用性的认可度最高 (M=4.03)，而易用性均值最

低 (M=3.50)，说明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价值有了一定认可，但认

为混合式教学难度较大。能力准备度上，教学理念、协作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等开展教学改革的通用能力准备度较高 (M>4.10)，

而混合式教学实施能力、混合式教学学科教学法知识等混合式教

学的专门能力准备度较低，尤其是混合式学科教学的理论知识和

实践知识都比较低 (M=3.88)。[3]教师从理解、掌握并熟练运用混

合式教学方式，仍然需要经过专门培训。教师只有掌握了信息化

的技术手段，才能运用到教学实践过程中。

（三）学生在心理层面的转变。学生在对传统的语文课堂厌

倦后，更愿意接受新的事物，新的学习方式。但是，学生真正利

用好线上资源进行学习，初期需要教师的培训，需要教师的引

导、激励，让学生真正掌握线上学习的互动方式和答疑方式，这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课堂活动的设置，学生真正发挥主体

作用，参与语文课堂活动，也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三、中职语文混合式教学的设计

（一）根据中职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分为基础模块、职

业模块和拓展模块。因此语文教师在整门课或整个学期的授课需

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分模块或专题来进行线上线下的教学。例

如诗歌专题，混合式教学过程要符合诗歌教学的方法，如知人论

世的分析方法，那么作者背景和时代背景的陈述性知识，更适合

作为语文课前的线上教学，教师在学习通后台发布并督促学生完

成学习任务，及时答疑解惑；而分析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情感抒

发，更适合线下的课堂活动进行。而在整个授课过程中，教师需

要去辨别谁是最需要帮助的学生，何时去帮助他们，让学生在这

个专题学习以后，整体水平得到提高。[4]例如课堂活动中，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采用出示卡片颜色，绿色表示已掌握，黄色表示尚有

疑惑，而红色表示不理解，需要帮助等，从学生出示的卡片颜色

来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二）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了解学生在每个模块或专

题遇到的困难，针对学生的学习困难来制作微课。把微课资源上

传学生通，方便学生解决难题，从而持续性学习。例如，在应用

文写作模块，学生对应用文格式和内容感到困难，容易混淆。传

统的语文课，是以范文为主要教学方式，让学生看范围，记格

式。而混合式教学，教师可以根据应用文的格式和内容要求，编

成简易口诀，录制微课视频，让学生在反复观看中，熟记重点和

难点。

（三）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过程中，中职学生仍然存在不自

觉的懒惰思想。教师可以利用学习通后台设置网络学习积分，以

学习通关的方式获得积分，获得成就感；而课堂活动也可以根据

学生个人、小组积分和集体积分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不断累积学习积分，从而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增加学

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信心。

（四）课后的知识巩固和拓展，在线上进行更为便利。教师

可以根据线上学习和语文课堂活动中遗留的问题进行线上延伸和

拓展。例如文言文《屈原列传》，学生经过了课堂活动学习，对

课内的知识已经掌握，但是对屈原对中国诗歌文化的影响了解甚

少，教师可以布置小组任务，通过网上或图书馆等方式查阅资

料，完成学习通课后作业，完成对课堂内容的拓展。

四、开展混合式教学的成效

混合式教学将传统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的优势相结合，将信

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教师由原来的知识传授者转换为引导、

指导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与陪伴者，混合式教学既能充分发挥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组织、指导、监督、评价的主导作用，又能体现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思考、探究与创新的主体地位，使课堂教学结构

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5]

（一）教师在态度上的转变。传统教师对混合式教学从最初

的不理解到接受、掌握、实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教师在探

索中，逐渐成为受益者，到自觉的践行者。实施混合式教学的方

式，教师最初整理、开发网络资源都有一定的困难，在开发资源

时由于技术力量不足，有很大的现实困难，需要逐步地探索和外

界的支持。而教师资源逐渐开发成功后，教师之间可以互通有

无，共享资源，最终教师是课程资源开发的受益者。

（二）教师在能力上的提高。尽管混合式教学不局限技术型

教学，但混合式教学对教师在信息利用、资源整理、视频制作方

面仍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教师在实施混合式教学的探索和

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尝试和探索，教学能力也在不断得到进步

和提高，也更有效地运用信息化手段来进行教学工作。

（三）学生在学习方式的转变。学生从被动的课堂教学，到

主动去学习，探讨。教会学生自主学习，这对混合式教学来说至

关重要。在我们的课堂上，学生自主性意味着学生可以不经提示

就能明确和完成拓展任务，且不管是进行独立学习、独立阅读，

或是其他的学习活动，均可以独立学习25-30分钟。[6]在学习过程

中，学生线上互动更为便利，敢于提问，及时反馈；在线下教学

活动中，思维碰撞，创新创造。

五、结论

混合式教学在中职的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得到了发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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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现了一些弊端。

（一）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混合式教学让中等职业学校的语文课程得到了深化改革，适

应信息化社会的需求，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探索，

成为学习的主体者，有利于学生的创造性学习。[7]

1.中职学生带手机到学校成为常态，混合式教学的线上学

习，可以有效地管理、利用学生的手机，让学生从手机中有效利

用网络资源。

2.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线上课程的可重复利用性，学生可

以反复播放，有利于学生按自己的节奏来学习，在过程性学习

中，不断获得成就感。[8]

3.对于性格内向的学生，课堂上不敢举手回答，不敢主动提

问，在线上学习，无需面对面接触，线上讨论和提问，他们也能

积极参与，逐渐过渡到线下的课堂活动，让每个学生以不同的方

式上表现自己，提高自己。[9]

4.对于教学过程而言，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结合，使师生

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学生在线上有更多的输入机会，教师也更

全面获得学生的学习信息，线下课堂活动开展更有针对性。

5.对教师而言，线上资源的整合，形成资源库，可以反复利

用，形成系统的语文学习资源，有利于教师之间的共享。[10]

（二）混合式教学的不足

1.线上学习也出现一些弊端，根据观察和学生反馈，学生对

手机使用不当，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受到某些网站弹出的诱导信

息影响，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不利于学生的专心学习。[11]

2.部分学生对线上资源利用不充分，没有积极做好上课的准

备，导致在课堂活动中，跟不上活动的节奏和进度，最终仍然陷

进学习的困境。[12]

3.线下课堂活动引导力度不到位。课堂活动在不断生成变

化，需要教师及时引导，保证课堂的高效进行。[13]而部分教师对

课堂活动的掌控不到位，课堂混乱，学生无序，课堂很低效，知

识并没有创新和发展。教师的混合式教学的方式和水平仍有待继

续提高。[14]

总之，信息化是时代的大趋势，中职语文教师只有转变思

想，主动实践与探索，积极引领学生适应新的学习方式，让混合

式教学在语文课堂不断发展深入，形成常态化的教学方式，才能

适应时代发展，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人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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