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8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新课改背景下高职语文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吴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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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语文课程教学一直是高职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语文教育更要拓展全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争取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桎梏，为高职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条件。新课改背景下，高职语文教师要聚焦学生思想和认知开展

教育活动，致力于促进学生语文思维的形成，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与综合水平。还有必要创新一系列有

效、高效的教学模式，活用创新理念与技术，将高职语文教育推向新的高度与层次。鉴于此，本文探讨新课改背景下

高职语文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路径，希望能够为一线教育者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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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ourse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hinese education needs to expand new teach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str iving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e tradit ional teaching mode and provide a goo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higher voc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should focus on students' thoughts and 

cognition to carry ou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b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Chinese thinking, and further improve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level.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nnovate a series of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teaching modes, make flexible use 

of innovative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and push higher voc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o a new 

height and level.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paths of teaching mode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hinese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hoping to provide 

more references for front-line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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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于传统教育思想，教师进行“填鸭式”“灌输式”教学，严重制约着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在这样的取向下，学生并不是

真正地参与到了课堂学习过程中，只是作为心智加工的一个“工作场所”或“载体”出现，最终的语文教育效果可想而知。新课改下的

高职语文教育应打破传统教育思想桎梏，还原一个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实践的学习环境，助力高职大学生专业化成长与全面化发

展。因此，高职语文教师要加强对各类先进技术、教学模式的应用，通过微课教学彰显教学主题、通过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学生碎片化

时间等等，重在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

一、新课改背景下高职语文课程教学暴露问题

（一）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负面影响

新课程标准强调以学生为本，语文教师自然要尊重学生的

课堂主体地位，围绕学生的认知与能力构建教学目标、教学设

计 [1]。教学实践中也应强化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自主探究能

力，构建出更自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但事实并非如此，新课改

导向的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暴露出传统教育模式下语文课程教学

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尽管语文教师积极引导，学生仍然依赖教

材、理论知识，没有结合自己的观点去探索和发现。造成此类问

题的原因多种多样，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去发现，如何去解决实际

问题 [2-3]。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教师难以平衡自主探究与放任自流

的关系，导致不遵守课堂纪律的问题频频出现，也是语文教学改

革中需要优化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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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忽视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的丰富性

众所周知，语文教学内容的丰富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

学效果、教学效率。趣味性、丰富性的知识内容有助于激发学生

兴趣，强化学生课堂自主性、积极性。教学方法也是如此，单一

的教学方式难以比拟多元、丰富的教学方式，难以达到类似的教

学效果与高度。明显当前高职语文课程教学缺乏多元的内容、创

新的教学形式，不利于学生语文水平提升。新课改下有更多网络

资源、电子图书、信息工具的支持，大大丰富了人们学习的方

式。高职语文教师如何利用外部的技术、工具与资源作为支持，

丰富语文课堂呢？高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当丰富教学内容、教学

手段，进而丰富广大学生的语文学习过程。

（三）信息技术应用不合理

高职语文教学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信息技术应用不合理的问

题，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识不清，难以熟练应用重难点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更勿论语文知识归纳总结了 [4]。许多语文教师利

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却忽视了内容简洁、排版流畅才是重

点，只顾图片、文字精美，而没有诠释出语文知识的重要内涵与

应用技巧；利用微课资源进行教学，却忽视了学生的能力水平，

没有切实思考学生基础与微课资源的难度匹配性，导致教学重难

点知识不够明确，学生在应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可见，信息

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十分考验语文教师教学实践能力，语文

教师应在课内外探索与实践，研究新的教学方式，研究如何提升

学生的语文知识水平、语文学习能力。

二、新课改背景下高职语文课程教学模式创新路径

（一）以生为本，创新教学理念

新课改背景下提出以生为本、以人为本的创新教育理念，并

深刻落实到高职语文课程教学之中。一线高职语文教师也要积极

探寻，认识到学生间的巨大差异，然后安排不同类型、难度的学

习任务，做到既尊重学生主体，又实现差异化、个性化教学。具

体来说，教师可以利用眼神或动作鼓励学生，引导学生在课堂上

自由探索或表达观点，不仅能够带给广大高职学生温暖和关注，

还能够营造出师生互动的课堂氛围，进一步拉近师生关系，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可以组织小组互动或活动，让学生之间形成

紧密联系，并以小组间的良性竞争促进学生思考和实践，也能够

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由此可见，尊重、平等与理解在当代

教育中的践行具有深远意义。例如，在《劝学》《世硕》一部分内

容教学中，显然明确主题就是学习之道，而让学生辩证地阅读和

思考，能够明确文章中对自己有益的部分进行化用，也摒弃一些

对自身来说缺乏较大影响的“哲理”“智慧”[5-7]。教师将课堂解

放，交由学生进行思辨性阅读，边读的同时解析文章中的观点，

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讨论交流。那么，学生自然而然通过学

习之道形成学习指导，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与综合素质。再如，

在《齐桓晋文之事》《庖丁解牛》一部分内容教学中，显然主题

都是说理的艺术，能够帮助我们串联不同故事，对说理的艺术有

更加深刻的理解。教师同样构建平等、尊重、理解的课堂氛围，

把更多学习的自主权交给学生，或者是学习小组。由教师做出示

范后，学习小组组织重要部分的学习，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

效果。总之，以生为本、以人为本，突出学生课堂主体的语文教

学，大大提升了教学效率与质量，也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参与积极

性，使得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与综合实践成为可能，是新课

改下高职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多元实践，创新教学方法

众所周知，高职语文教学过程也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

最终出现了教学方式固化、单一的现象，无法激起学生的语文自

主探究学习兴趣，更达不到现代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基本要求。

新课改背景下，高职语文教学方式要完成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化，

教师也要积极推进建设高效课堂、翻转课堂、智慧课堂等，多利

用现代化教育技术优化语文课堂，实现高职语文教育的现代化与

多元化。

以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为例，创新实践导向高职语文教学改

革，教师必须充分调动学生多种感官体验，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

氛围或学习氛围，一方面吸引学生课堂注意力，另一方面让学生在

看、听、说、做、玩等环节中学习。所谓“快乐学习”也是同样的

道理，通过构建生动、具体的情景，能够切实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

率和质量 [8]。此外，高职语文教师还可以构建问题情境、真实情境

等，通过问题能够引起学生深度思考，通过生活中的事物能够启

发学生感悟并增强学生课堂学习体验感。总之，情境教学法在高

职语文课堂上的应用具有积极意义，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获取语文

知识，还能够指导学生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实现全面发展。

以微课教学法的应用为例，教师在组织《项链》这一课时的

教学过程中，就可以先对教学内容进行拆解，通过播放微课视频

解析丈夫强忍睡意却又不愿扫了妻子的雅兴这一幅画面，启发学

生思考文章中丈夫的人物形象、性格、特点等。当学生在思考问

题和准备回答问题过程中，语文教师还可以选择恰当时机提出问

题，启发学生理解并掌握曲折的故事情节，发散学生思维的同时

促进其多向思维发展和形成 [9-10]。久而久之，学生自然能够学会

如何阅读文章和理解文章，进而能够从细节中把握人物特点，此

后学生的语文阅读理解能力、信息提取能力也将会有所进步。总

之，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微课资源辅助教学具有积极意义，

高职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引用微课资源启发学生自主思考和探究，

争取为广大高职学生构建出高质量的语文课堂。

以混合式教学法的应用为例，教师在组织《劝学》这一课时

的教学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现有教学平台指导学生自主预习

或复习，进而充分利用学生的碎片化时间进行高效教学。假设是

课前预习，教师可以提前发放教学资源至公共平台，供学生参考

和借鉴；假设是课后复习，教师还可以布置线上任务，指导学生

在不改变原文框架的同时保留原有论点、替换原文数据，重新完

成一篇《劝学》。由于劝学一文将许多深奥的哲理寓于浅显贴切的

比喻中，其比喻手法运用灵活自然、生动形象，因此学生通过混

合式学习和自主探究，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三）三全育人，教师素质提升

要想实现新课改下高职语文教学课程模式创新、教学质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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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教师的能力素质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因此，高职

语文教师要精进自身能力与素质，构建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自主

学习的空间，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水平。所有教师必须齐心协力、

一起努力，做好教学设计、教学工作的同时，多钻研创新教学模

式和教学方法，多帮助学生解答疑惑，多督促学困生等等。新课

改背景下，现代化、信息化已经成为了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语

文教学也要紧紧围绕“信息素养”应用好信息化设施设备，为学

生构建出更加高效、精彩的课堂 [11-13]。当我们的教师掌握了足

够多的信息技术使用方法后，也就自然能够构建出翻转课堂、智

慧课堂、微课模式、混合式模式等各种教学方式，进而能够带给

广大高职学生耳目一新的学习感受。同样的，高职院校要利用好

现有的资源，组织教师听课、评课、交流，为广大教师搭建一个

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平台，让语文教师也有机会成长。有条件

的情况下，配置先进教学设施，与校外的社会企业、组织深入合

作，一起就高职语文教材、教学场所、教学资源等做出优化，丰

富相应教学理念与技术，真正为广大教师创新语文课程模式提供

优良支持。那么，学校、社会、政府力量协同参与，支持高职语

文课程模式创新，积极培育高水平、高质量的语文师资力量，也

将从根本上提高语文课程质量，奠定未来语文教育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四）完善评价，长期监督反馈

完善评价过程，首先要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除了教师评

价，还应鼓励学生自评与互评。举个例子，在学生完成一篇作文

后，自己依据事先制定好的评价标准，从立意、结构、语言表达

等方面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打分和评价，分析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自己评价完让同伴、小组内的伙伴一起分析，产生不

同的思维碰撞，也让大家注意到自己不曾发现的写作问题或者亮

点。在此基础上，除了知识掌握程度，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态

度、学习能力以及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等 [14]。在学习态度

方面，观察学生课堂上的参与度，是否积极主动回答问题、参与

课堂讨论；在学习能力上，考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如能否独立

查阅资料完成学习任务，以及合作学习能力，在小组项目中是否

能与小组成员有效沟通协作。例如，在进行综合性学习活动时，

观察学生在资料收集、整理以及小组讨论、成果展示等环节的表

现，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价也为今后的教学或学习过程

所用，起到长期监督与反馈作用。后续，学校和教师还要对学生

的学习过程进行持续跟踪。教师要定期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

流，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及时给予指导和

建议。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记录学生的学习轨迹，包括作业

完成情况、在线学习时长、参与讨论的活跃度等，通过数据分析

发现学生的学习趋势和潜在问题 [15]。对于学习成绩波动较大或者

学习态度出现变化的学生，及时进行干预。相信这样能够实现完

整、完善的评价，实施长期有效的监督反馈，也让语文教育改革

达到预期效果。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新课改背景下的高职语文课程与教学模式创新不

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完善相关课程设置、教学资源等，是每一

位教师必须突破的难题。创新语文课程模式，引用微课视频、优

质课件与导学案等，吸引并促进学生自主探究；善于调动氛围、

学生情绪等，体现情境教学、小组合作的应用优势，同样达到事

半功倍的教育效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秉持着“以生为本”

教育理念，围绕学生成长和发展需求，探索创新课程模式、教学

模式的多元策略，助力广大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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