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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育浅析
赵　新　乔岳罡

（沈阳城市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实践和学习都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手段。实践就是学习。

实践教育是教学方法。实践能力可分为认知层次、情感层次和技

艺层次。依据不同的能力层级要求我们可以相应的为课程开设分

级，基础课是为了介绍学科知识体系的课程、方向课则以训练职

业能力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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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教育含义

实践教育就是学生在虚拟的情境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达

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践贯穿学习的始终，实践

是学习的途径和本质属性，实践贯穿教学的始终。在实践教育中

实践既是学习的方式也是学习的内容。实践教育是一种教学方法，

是通过实践的方法令同学们掌握知识与技能的一种手段。

二、实践教育内容

教育要解决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教什么是建立在对职业

所需技能即岗位能力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怎么教是建立在

对人的学学习规律的了解基础上的。岗位能力和人们的学习规律

都是心理学研究的范畴。我们认为对实践教育的研究应该同认知

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一）岗位能力分析

实践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因此实践教育的

内容就应该围绕岗位能力而安排。

就我们学校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的就业方向是文字编辑、

秘书，而这两种职业都涉及到对信息的加工，信息加工处理是这

两种职业的核心岗位能力。

信息处理模式：信息输入     信息加工     信息输出

所需能力：理解能力     认知过程     表达能力

                    观察能力     元认知策略   逻辑能力

实践教育内容：阅读、语用   程序性知识   语法知识

理解能力是人获取信息、吸收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一个人成

功的必要条件。理解能力包括对视觉信息的理解和听觉信息的理

解两个方面。

对视觉信息的理解就是阅读理解，它包括信息的提取、信息

的概括、信息的理解等具体能力。其中信息的理解包括理解词语

的能力、理解句子的能力、理解语言结构的能力和理解文章表达

方法的能力。阅读理解能力是从小学就开始培养的能力，但是效

果却并不如意。传统的高等教育到了大学就没有专门针对阅读的

训练了。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实践教育中阅读理解能力

应该作为一个主要能力来进行训练。有条件的话应该开设一门阅

读理解选修课。同时阅读理解还可以在现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文

学作品选、和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得到渗透。

对听觉信息的理解就是听力理解。听力理解能力包括记忆回

想能力、选择要点的能力、推断信息的能力、判断和得出结论的

能力以及运用语境能力。对于第一语言的使用者而言在交际过程

中推断深层信息能力和运用语境能力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语用

学的相关知识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认知过程与思维能力密切相关，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人们

接受某项任务时首先需要依据环境因素确定任务的目标。依据确

立的目标选择恰当的程序性知识来提取相关的陈述性知识，组织

信息。程序性知识和陈述性知识储存在人脑的永久记忆库中。这

些永久记忆的知识越多越丰富就越有利于我们快速、高效的解决

问题。陈述性知识的获得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实现，就是扩充

知识面。程序性知识的获得可以通过自我摸索和教师指导两个手

段来实现。在实践教育中，程序性知识是教师指导的主要内容。

信息输出有两种形式，口头和书面，口头输出信息就是语言

表达，书面输出信息就是写作表达。信息输出是对认知活动成果

的展示，因此信息输出非过程常重要。信息输出能力体现为词语

的选择、句式的选择、语体的选择、方式的选择等。汉语言专业

必须对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加强训练。

（二）实践教育能力层级

以上我们讨论的能力统称为认知能力。这些能力不是处于同

一层面的能力。实践能力可分为认知层次、情感层次和技艺层次。

观察能力是信息输入的途径。逻辑能力是在观察的基础上逐

渐形成的后天能力，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是元认知策略建立

的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认知层次。

技艺层次能力包括行业通用能力和职业特定能力。阅读能力、

写作能力、属于行业通用能力能力；类似于创新能力、人际沟通

能力属于职业等特定能力。

依据不同的能力层级要求我们可以相应的为课程开设分级，

基础课是为了介绍学科知识体系的课程、方向课则以训练职业能

力为目标。

三、实践教育的途径

实践教育的途径是实践教育取得成功的保证。实践教育的特

点是充分尊重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学生是实践教学的主

体。实践教育具有主动性和个别性。实践教育途径多样化既能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又能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因此我们需

要探索科学、多样、灵活的实践教育途径。

实践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两种课内实训和课外实训。

实训教学不是和理论教学截然分开的，实训教学是在理论的

指导下进行的。课内实训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布置小论文和撰

写调查报告。这两种实训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动手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课外实训分为课外集中实训和课外分

散实训。课外实训为任务驱动式实训。将学生的实训与社会项目

结合在一起，促进产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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