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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职业汉语能力培养的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探究
冯华敏 1　赵芝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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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职业汉语能力在职业生涯中占有的位置越

来越重要，尤其是高职学生，实现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目标离不开

职业汉语能力。然而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却不受重视或

片面强调文学性，忽略了职业汉语的实用性，影响了学生在职业

生涯的发展。因此，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改革必须顺应职场对高

职生职业素质与能力的需求，以职业汉语能力培养为基点，在内

容体系、运行模式、教学方法及考核评价等方面全面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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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

每个人各司其职，在不同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

上的岗位成千上万，每个岗位的要求也千差万别，但是只要走上

职业生涯，就会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完成工作任务、支撑职业后

续发展、实现岗位转型的核心要求也只有最重要的几项基本技能。

在当今的中国，职业汉语能力就是其中一项。最近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中国职业生涯核心技能体系中，交

流表达能力位于第一位，其后为数字运算、革新创新、自我提高、

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和外语应用这七项核心技能。交

流表达能力是一切职业的基础，而专业的职业汉语能力在职业生

涯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承担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任务的高职语文课程就需打破常规，重新定位，将重点放在

职业汉语能力的实用性上，实施基于职业汉语能力培养的教学改

革。

一、建构课程层级结构体系

作为高职语文教学的前瞻步骤，建构课程层级结构体系至关

重要。合理的课程层级结构体系可以使高职教师的教学活动开展

的更加顺利，学生也可以在合理规划后学习职业语文能力相关知

识中感到难度降低、接受良好，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并应用职业

语文能力。

基于职业汉语能力培养的高职语文课程层级体系中，以课堂

教学中师生互动为主要教学手段，以课后活动，例如第二课堂中

教学与家庭社会相结合的实践活动为辅助教学手段。该课程层级

结构体系层次分明，主辅手段相配合，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学习

语文知识，并在后续实践中应用知识，掌握职业语文能力这项宝

贵技能。

在进行高职语文课程层级结构体系的构建时，我进行了两个

方面的探究。

一是高职语文教学课程的课程定位问题。目前国内很多高职

院校对于高职语文教学课程的课堂定位存在问题，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高职语文教学课程边缘化，职业语文技能得不到校方重

视，个别高职院校过分注重职业技能训练，甚至取消语文课程。

这些高职院校也许取得了一时的短暂成果，但是职业技能背后没

有职业语文技能作为支撑，在学生后续进行职业技能提高时，弊

端会大大体现，其次，沟通技能的缺乏也会导致学生在职场上难

以向更高的方向发展。一时的成果却带来巨大隐患，弊大于利，

得不偿失。第二种是个别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片面强调文学性，

忽略了职业汉语的实用性。在高职院校中，语文作为一个基础学

科，应该为职业技能课程服务，为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添砖加瓦，

而不是作为学生的负担，影响学生在职业生涯的发展。因此，高

职院校语文教学应该得到重视，并且重点发展高职语文课程的在

技能培养的基础辅助作用。

二是高职语文教学课程要根据学生差异因材施教。汉语作为

我们中国人的母语，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就处于汉语环境，并且在

生活学习中不停应用汉语。所以所有的高职学生都具有良好的汉

语基础，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至少听和说两方面没有任何问题，那

么学生的差异就集中体现在读写上。每个学生对语文的理解程度

不同，有的学生热爱文学作品，有的学生不擅长语文。教师要根

据学生的平均水平合理规划教学计划，使差生可以跳一跳够得着，

优生可以在系统学习中整理知识体系，获得更多职业语文能力。

语言交际能力作为经过长期学习与实践积淀的素质，虽不能

通过短训就能养成，但语言能力的基本技能训练是可以通过强化

得以实现的，因此职业语文技能是高职教育的必然选择。

二、整合教学内容

整合教学内容是高职语文教学的实践步骤，是整个高职语文

教学的核心部分。教学内容是一切课程层级结构体系最终实践的

主体，教学内容合理与否直接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影响学生对于

教学内容的学习程度和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优秀的

教学内容可以使各种程度的高职学生在课堂上都做到对基本知识

的初步掌握，并且通过实践练习进行知识巩固和职业语文技能提

高。

基于职业汉语能力培养的高职语文课程教学内容中，根据“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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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为要、兼顾人文素养”的原则，主要分为人文基础、职业素养、

核心能力三部分。

人文素养部分沿袭了传统的语文教学，以课本上的经典文学

作品为依托，通过老师的讲解教学，使学生可以从经典作品中描

绘的风土人情、社会现象和生活感悟中，提高学生对汉字和语文

的理解，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和基础文学素养。

职业素养部分重点放在实用性上，训练学生交流沟通能力，

旨在提高学生职业语文能力。以老师提供的经典范例为依托，让

学生们积极进行实践活动，将人文素养部分掌握的知识进行进一

步的巩固，使学生可以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图和情绪，对于职场上

的交流沟通有巨大帮助。

核心能力部分是前两部分的综合和提高。主要教学内容是模

拟真实的职业场景，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分析场景和处理事物的

能力，学生进行分组练习，在练习中掌握团结协作、有效沟通、

临危不乱和语言技巧等各项实用职业语文技能。

高职语文课程在积累知识、奠定基础的基础上，更应发挥汉

语的交际功能，注重“文从字顺”、流畅得体，注重语言的基本

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在职业生涯中运用汉语进行阅读、交流和表

达的能力。

三、优化方式方法

优化方式方法是高职语文教学的后续总结步骤，在进行语文

教学活动之后，对于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应该重视起来，

不可以轻轻放过，而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优化教学的方式

方法。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调

整优化，最终得到一套适合我们高职学校语文教学生态和高职学

生的职业语文节能特色方式方法。优化方式方法主要体现在三部

分。

（一）创设实境，增加实练，学做一体，巩固交流表达能力

李吉林说，言语的发源地是具体的情境，在一定情境中产生

语言的动机，提供语言的材料，从而促进语言的发展。设置拟真

度高的语言场景来让学生们练习交流能力对于学生能力提高有着

巨大帮助，单纯的在课本上学习或者通过课后作业练习只能强化

“写”的能力，而我们高职教育的重点是职业语文技能，即职场

沟通交流技能。这个时候应多进行实际训练，及时巩固知识，提

升沟通交流技能。

（二）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以人为本，彰显教学效果

传统课堂上教师占据绝对主宰的位置，教师单方面向学生灌

输知识，这种教学方式的效果比较有限，学生很难长时间全神贯

注集中心神在老师的教学上，稍有走神，课堂效果就大打折扣。

改革后的课堂教学是老师作为课堂内容的主导，掌握教学过程整

体的节奏和方向，同时以学生为主体，通过一些趣味活动，让学

生自己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样可以极大提高学生积极性。同时

要注意鼓励学生，打消学生的畏难心理，使学生充满自信，学习

自然事半功倍。

（三）改革考核评价

之前高职院校对于学生考核评价的标准非常单一，期末考试

一张考卷定所有，这种考核评价方法是严重缺乏科学性的，并不

能客观地评价一个学生的真实水平。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已经在考

核评价这方面做出了改进，用“平时成绩”和“最终考试成绩”

加权平均和的方式，较为客观地对学生进行考核评价。“平时成绩”

的界定中，应做到客观公正，具有一定的样本量，综合每次实践

对话、场景模拟的表现和老师同学的客观评价，来进行一个综合

的拟合系统。尽量做到客观公正的体现学生的真实水平，让学生

对自己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四、结语

总之，汉语职业能力在高职学生的职业生涯中占有至关重要

的位置，高职院校要重视高职语文教学，将提高学生的职业汉语

能力作为基本目标，构建合理的课程层级体系、整合优秀的教学

内容、及时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优化，才能切实提高课程的实际

效果，才能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服务，这也正是高职语文

课程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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