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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探究与实践
——以苏教版中职语文第二册第一单元为例

华  敏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无锡  214046）

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所谓工
具性，是指语文教学的目的在于指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
的练习，使学生能够真正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所谓人
文性，是着眼于语文课程对于学生思想感情熏陶、感染的文化
功能和语文课程所具有的人文学科的特点。语文作为人文学科，
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价值取向、人生哲理、民族精神等，
它能在思想上给人以启迪，在情感上给人以愉悦，能不断提高
人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
价值观。

学生进入中职这一学习阶段，再一次与语文学科相遇。他
们内心对于语文学习是充满期待的，他们相信语文学习这种母
语学习可以给他们带来生命中的快乐，带来一种全新的人生体
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就是将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这两种属
性有机结合，同时，又能给学生带来一种全新的快乐体验，成
为学生们最期待的语文课堂呈现形式之一。下面，本文以苏教
版中职语文第二册第一单元为例，进行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的探究与实践。

苏教版中职语文第二册第一单元是以“生活的滋味”为题
的散文文体单元，这一单元以家庭与亲情为主题。学生在学习
这个单元之前，已有了中职语文第一册各个单元语文综合实践
活动开展的铺垫，这一铺垫为学生更好地准备和开展本单元的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对本单元的语综
活动学生就期待更圆满地去完成。

本单元教学编排了三个版块：第一版块：阅读与欣赏；第
二版块：表达与交流；第三版块：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第一版
块必讲课文编排了四篇课文：第一篇是歌颂母亲的伟大以及母
子情深的胡适的作品《我的母亲》，第二篇是书写平等、和谐、
理解、相互尊重的两代父子关系的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
弟》，第三篇是书写不似亲人胜似亲人的女仆施蒂纳对“我”
的身体力行的教育与关爱的德国作家亨利希 • 曼的《化装舞
会》，第四篇是歌颂家乡亲人们过年时喜庆团圆氛围的莫言的
《过去的年》。

学生们通过第一版块的学习，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体会
到了家庭生活的温馨和谐、亲人相处的和睦融洽与亲情的弥足
珍贵。同时，通过第二版块的学习，也了解了口语交际和写作
的基本技巧。与以上两个版块相承接的，本单元的第三版块语
文综合实践活动主题就定为——《我的亲人们》。著名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曾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提
倡“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学习了相关的课文之后，学生
们可以通过亲身参与语综活动、亲自感受亲人们对自己的教导、
关爱与影响，理解亲情的弥足珍贵。这样的教学设计本身就符
合“教学做合一”的教学论思想。同时，也使得学生能通过亲
身实践真正感悟到本单元的教学意图。可见，本单元的语文综
合实践活动版块与本单元的前面两个版块是相辅相成的，共同
完成了对学生的体悟教学。

我们应树立生活处处皆语文的“大语文”意识，充分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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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去，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探究与实践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我们应根据社会、学校、学生家庭、
学生自身情况对学生进行引导，培养学生对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除了课堂教学之外，我们
可以从学生的自我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未来的职业生活等三个
方面挖掘活动内容，拓宽学生语文学习的空间，鼓励学生关注
生活、关切社会、观察周围的各色人等，做生活的有心人。

1、指导学生做好课前准备

这一环节主要锻炼了学生的搜集资料能力、写作能力、制
作 PPT 的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课前，我先根据本单元要求布置语综任务，再根据每个学
生的特点对学生进行分组，并指导学生根据《我的亲人们》这
一大主题选好自己的小题目，如《慈爱的奶奶》、《敬业的爸
爸》、《勤劳的妈妈》、《舅舅二三事》、《可爱的小表弟》……
要求班级以小组为单位，小组每一个学生根据选题在生活中广
泛搜集资料，再对资料进行精心筛选，写好一则小短文；然后
根据小短文的内容做成 PPT，在 PPT 中适当穿插亲人的生活
照片以增加亲切感。在小组中，对完成起来有困难的学生，组
内其他同学可以给予适当帮助。组长收齐 PPT 后上交给语文课
代表，课代表收齐后再交给我。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有了学习兴趣，
就能充分发挥其学习潜能。有的学生为了写好小短文深夜仍然
在字斟句酌，有的学生为了 PPT 的至臻至美甚至到网上购买精
美的 PPT 模板。

2、课堂上学生充分展现准备成果，并且进行客观评价

2.1  利用两节语文课的时间在班级开展《我的亲人们》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要求每一位学生上台一边 PPT 展示一边向全班同学大声口
头介绍。这一环节主要锻炼了学生的 PPT 展示能力、口语表达
能力和应变能力。

我们知道，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程度往往决定了教学任务
的完成情况。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
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就是要让学生积
极参与、体验和感受生活，有效展现学习成果，与同伴分享学
语文、用语文的乐趣，体验成功的快乐，做学习的主人。

在 PPT 展示和演讲环节，学生们回忆起了与爷爷、妈妈、
姑姑、姐姐、小表弟等亲人融洽相处的美好一幕或出丑瞬间，
有的哈哈哈笑出了声；有的则默默地流下了眼泪，那种悲伤的
情绪甚至感染了在座的同学，使得同学们也跟着黯然神伤起来。
在职业学校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从小是在乡村长大，由乡
村年迈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成人。有的学生讲到年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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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去世了，心中的那股真情就自然而然地流淌了出来。他们
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甚至嚎啕大哭起来。留下美好回忆的，
何止是亲人，更是那一份沉甸甸、永不泯灭的人间亲情啊！这，
既是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也是学生自身情绪情感的宣泄。这种
情绪情感的适当宣泄对于学生来说，有时也是有益的。这种种
的表现说明了他们真正体会到了亲情的伟大，融入到了与亲人
的神思交流之中，也真正切身领会了本单元的教学意图：亲情
是弥足珍贵的。这，比课堂上教师的一味灌输要来得更有力量，
更有代入感。因为，学生是真正用心、用情去理解、体会、演
讲的。

2.2  请八位学生做评委，给展示的同学的 PPT 和演讲打分
为了公平起见，请一位同学做记分员，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中间的 6 个分数平均，算出最终得分。并请
另一位学生将同学的姓名和最终得分写在黑板上。这一环节主
要锻炼了这八位评委学生对同学制作的 PPT 和演讲的品鉴能
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打分环节，有时会出现高分低打或者
低分高打的情况。有些评委学生不是给同学的 PPT 及演讲表现
打分，而是给所谓的同学关系打分，这就偏离了打分的初衷。
这时候，教师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亮出自己打的分数，纠正
出现偏差的得分。使得最终得分尽可能公平、公正、客观。教
师在每位学生的演讲和打分结束后可以适当进行点评，让全班
学生能够及时把握应该如何更好地进行 PPT 展示和演讲。

这个评价体系既是过程评价（PPT 制作）与结果评价（PPT
展示）相结合，也是学生自主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结合。充分体
现了评价的多元化与客观性。

3、课堂尾声，师生点评，说出自己的感想，提出更
好的建议或改进措施。

在语综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先请做评委的学生或其他学
生点评刚才同学的表现，畅所欲言，善意指出优缺点，期待同

学们在以后的语综活动能够扬长避短。其次，教师趁热打铁，
进行综合点评，鼓励长处，也指出短处。最后，教师拿出自己
事先准备好的小礼物对本次语综活动前一、二、三名的同学进
行奖励。至此，整个语综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4、课后反馈

下课后，教师可以走到学生们中去，悉心倾听每一个学生
对这次语综活动的评价与反馈。大多数学生表示：啊，原来语
文学习可以如此生动，如此有趣。通过这次语综活动，我不仅
仅与家人增进了情感，我也爱上学习语文啦！有的学生还特
别期待下一次语综活动的到来。这样积极的反馈可以看出学
生们语文学习态度的主动性、能动性。这样热烈的反馈场面，
着实让我这个有着近三十年教龄的语文教师倍感欣慰。

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在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应引起重视。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整个过程的确应以学生为主
体，但教师并不是纯粹不管。教师应该主动进入教学情境中
去，用参与活动的方式给予学生以指导与示范。从小组成员
分配到生成问题，从指导学生搜集资料、写作材料到方法指
导，从组织学生展示到组织评价……教师的指导渗透到语综
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
又使得学生从中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将学到的知识内化成
自身的综合能力。

5、总结

总之，中职语文教学跳出了升学教学的焦虑，应该呈现出
一种令学生喜闻乐见的课堂呈现形式。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一
项长期而又系统的活动工程，它顺应了学生们对于语文课堂的
期待，提升了学生们听、说、读、写等各个方面的语文综合能
力，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去，更好地学习语文、
运用语文、提高自身语文素养，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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