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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高职语文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建设与改革
——以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闫　璐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南宁 530002）

摘要：现代汉语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核心课

程。自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出台后，现代汉语课程建设便面临新

的挑战。本文结合高职学生特点和培养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课程考核评价等多个方面对现代汉语课程建设进行剖析，

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探究改革措施，以期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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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是我校语文教育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主要讲

授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语汇、语法和修辞等基本理论知识。通

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现代汉语基本理论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语

言应用能力。课程主要以培养“综合型”和“应用型”的小学教

师和小教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为出发点。

一、《现代汉语》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标准与基于工作过程与工作岗位核心能力对接不够

课程标准未能完全围绕语文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制定，

没能以培养“综合型”和“应用型”的小学教师和小教培训机构

工作人员为出发点，课程标准陈旧。

（二）教学内容与实践需求不相符

《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并未完全对接职业标准，课程的专业

理论、实践技能课时分配不合理，重理论，轻实践，也并没有很好利

用见实习机会将理论联系实际。此外，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庞杂，

与《教师口语》《基础写作》《书法》等课程内容有重复部分。

（三）课堂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评价方式较为传统

教学方法单一，以讲授为主，缺少丰富的教学模式；教学手

段现代化推行不足，没有引入微课、MOOC 等最新教学手段。期

末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评价主体单一化，未能实施注重过程考核

的评价方式。

二、《现代汉语》课程改革的策略

（一）对接行业需求，使课程标准合理化

研读《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最新修订版），吃透国家语

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精神，将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

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语言文字规范化知识融入到《现代汉语》

教学中。明确语文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目标主要是培养

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工作者所必须的语言素养和教学技能。

对接小学教师行业需求——语文教育专业岗位标准，从学生

毕业能力入手，对《现代汉语》课程标准进行新一轮修订。依据

学生职业岗位任职要求，与基地小学、专家共同研讨，本着“理

论知识必需、够用、实用”的原则，重点对理论课程和实践课进

行调整，强化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二）将《现代汉语》教学内容与小学语文教学相融合

以小学语文教师职业能力中的“语文教学”这一典型工作任

务为行动导向，将《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分成语音、文字、词汇、

语法、修辞五个模块，与小学语文教学五个板块识字写字教学、

拼音教学、口语交际教学、习作教学、综合性学习相融合。课堂

教学对接小学语文重点教学内容。以小学教师应具备的能力为导

向，设置教学模块的考核内容及目标。如：《现代汉语》的“文字”

模块对接小学语文的“识字写字教学”板块，教学重点为汉字拼

写规则和常见字偏旁部首的解读，依据小学教师应具备的能力：

汉字拼写能力、分析能力和常见字偏旁部首的解读能力，设置考

核内容及目标：掌握小学生 3000 常用汉字，要求会认、会读、会写。

将学校相关语言学课程集中起来，如教师口语、书法、写作

等课程，对这些课程中教授的知识点进行整合，做到各有侧重、

各有千秋。比如，语音部分的正音训练放在教师口语课程中讲，

现代汉语课堂可以探讨广西地区双语教育，加深学生对民族语言

教育的认识，推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根据小学教师职业语

言文字能力要求和小学教师岗位工作要求，优化、选择、增添教

学内容，使《现代汉语》课程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加强实践练习

倡导以应用为切入点，体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

合理设计教学方法，摒弃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引入参与

式教学法，运用基于范例的研究性学习方法，建立任务完成的实

训方法，将教学技能考核引入课堂，力求做到教、学、训、赛、

做一体。此外，利用互联网等媒介丰富教学手段。如视频教学，

微课教学，帮助学生有效利用碎片时间学习。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将知识点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增强课堂学习的趣味性、实用性，

提升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四）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注重过程考核

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老师评、同学互评和学生自评。评

价方式多样化，包括批改报告、现场评价、课后反馈和网上评价等

多种形式，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并进一步探讨和实施过程考核评

价方式。通过建立学生学习过程档案等方式全面推进注重过程的评

价方式，并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的学生能力评价体系。为提高学生的

综合能力，推进结果考核向过程考核、单一考核向多元考核转变。

经过几年探索，我校进行的《现代汉语》课程改革已初显成效。

在高职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师范类高职高专要立足于语文课程基

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剖析《现代汉语》教学现状，重新定位培

养对象、创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实现职业前教育和未来

职业发展的一致性，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的综合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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