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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学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策略 
翟永志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辽宁  沈阳  110035） 

摘  要：处在核心素养培育下的中职语文教学，教师要把实际问题的解决融合到特殊的教学情境当中，发展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以及问题

分析能力，使学生掌握更多的语文学习方法与技巧，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最终让学生在核心素养上有所发展。

中职语文教师要实现教学活动、教学观念的创新，把新技术、新思想、新方法融合到教学活动中，为中职生指明语文学习方向。基于此，

本文主要分析中职语文教学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策略，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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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In Chinese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under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teachers should integrate practical problem solving 

into special teaching situations, develop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problem analysis ability,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more Chinese learning 

methods and skills, exercis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and finally let students develop in 

core literacy. Chinese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should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concepts, integrate new 

technologies, new ideas and new methods into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of students' Chinese core literacy in Chinese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hoping 

to bring some reference to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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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让社会关注起中职教学活动的实施效

果，教学中发展学科核心素养也成为了教师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

核心素养培育目标达成，中职语文教师要发挥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以及人文性，找到适合学生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拥有适应社会发展

以及终身发展的必备品格与能力。中职语文教师要把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作为目标，设计出多元化、生活化的语文教学，以此吸引中职

学生的目光，提高他们的语文学习兴趣，让语文核心素养培育不再

是一种难题，拥有更多的培育策略以及创新路径。 

一、中职语文教学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现状 

当下，中职语文教师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时，更为注重教学方

法以及语文科学知识的整合，会充分发挥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

点，让语言的应用和基础知识的提升融合到一起，借助专业知识的

学习助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比如，教学阶段创设出相关的教

学情境，让学生在语言情境之中领悟文字后的故事以及情感，依照

自身的理解进行表达[1]。但是，从核心素养的实际培育情况来看，

存在着以下问题，这也影响到核心素养培育的效果，具体为以下几

方面：第一，部分教师未能重视起课堂中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也没有知晓核心素养内涵，影响到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的。第二，

即便教师已经重视起核心素养的培养，但是由于未能转变教学观

念、教学形式，导致学生的兴趣被制约，也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以

及知识运用能力的发展。第三，核心素养发展过程中，教师未能将

语文知识和实践活动联系到一起，导致教学缺乏创新性，也难以引

入一些生活化的内容，课堂教学单一、乏味，核心素养发展的效果

可想而知。 

二、中职语文教学中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意义 

核心素养从字面上进行理解，指的是某个体或者是事物不可缺

失的构成，也是一个事物、个体应具备的能力与品格，关乎到个体

的今后存在以及发展。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核心素养，指的是学生接

受语文教育期间形成的关键能力以及品格，也是学习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念的综合体。如果学生的核心素养比较高，在

今后的语文学习能力上更加良好，对学生今后语文知识的学习有着

直接帮助[2]。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能够让学生

从审美、思维、语言以及文化上获得发展，对各种语文知识深入理

解，对各种能力灵活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语言素养指的是

学生对语言的运用与理解；思维素养指的是学生思维能力发展情况；

文化素养指的是学生文化传承以及创新能力发展；审美素养指的是

学生对美的欣赏、评价、发现等。在核心素养培育之下的语文教学，

可把语文教学质量提升，也会创设出适合学生能力与素质发展的语

文课堂。 

三、中职语文教学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策略 

（一）利用读写结合，发展学生思维素养 

中职语文教学当中读写结合教学法的使用，会进一步提高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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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培育效果，学生也可以在写作能力以及阅读能力上获得提

升。对此，语文教师可引导学生积累写作素材，帮助学生完成写法

迁移，发展学生的读写思维。在以往的语文教学中，部分学生处在

浅层化、碎片化阅读的局面，这也制约学生写作能力、写作思维的

发展。为扭转上述情况，教师可采用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将单篇阅读变成群文阅读，突破以往阅读教学的局限性，

可围绕着某一主题，把多篇课文进行关联、组合，启发学生深度思

考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3]。例如，在讲解教材《荷塘月色》

时，教师需要让学生感知课文的“双线结构”，把此篇课文和《雨

前》联系到一起。教师先提出这样的问题：“《荷塘月色》表达出作

者怎样的心境与情感？《雨前》课文中表达了哪些情感？课文在景

物中描绘了故乡，此种写作安排是为何？”上述课文都是作者处在

特殊情况下的创作，在创作时作者的心境比较复杂，可在阅读中体

会作者的良苦用心。 

第二，把碎片式阅读转变成整合性阅读。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整

合阅读，不单指的是文本点面之间的延伸拓展，也会关注起文本间

的交互，让逻辑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为学生提供立体化的阅读场景。

例如，在开展教学《我和地坛》时，作者采用了朴实的语言描绘了

荒芜但不衰败的地坛，也包含了作者对生活思考的情感。接下来，

教师让学生阅读《想北平》《故都的秋》，感受不同人眼中的北京，

获得独特的阅读感受。 

（二）明确教学目标，促进文化传承理解 

口语交际也是语文教学的关键，会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因此，口语交际教学阶段，教师要明确教学目标，知晓交际属于一

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单单要实现观念以及思想的互换，也要达成

口语知识的简单输出，达成各种信息的交换。通过学生对课文知识

点的讨论，可把知识转变成全新的文化信息，在口语交际过程中显

现文化知识内涵，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4]。例如，在学习课文《渔

父》时，课文中塑造了渔父和屈原的形象，请同学们结合自身的理

解，把获得的信息进行汇总，并说明屈原人物形象的关键特点。教

师提出问题以后，班级里学生说：“屈原始终忧国忧民，有着为国

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向；渔父对生活拥有着随意而安的态度，

属于乐天派；对于上述人物的观点，我认为可以相互整合，取优点

进行学习……”通过语文教学中教师对课文人物形象的讨论分析，

可让学生懂得文化内容，理解渔父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但提高了语

文口语交际教学的质量，也会达成语文课堂中学生对文化的理解以

及传承。 

（三）探索评价路径，落实核心素养培育 

在传统的中职语文教学当中，教师未能显现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会依照自身经验讲解知识点，学生处在被动学习的状态，难以

感受到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堂，也降低了教学质量。若想实现课堂中

核心素养的有效培育，教师要把学生的主导地位呈现，客观、科学

完成对学生的评价，让学生的语言思维、学习成绩一同提高。对此，

教师要创新教学评价机制，把评价的主体变换成学生，构建出一个

健全的评价机制。评价过程中教师不要单一点评学生的成绩，而是

从学生核心素养以及日常表现方面点评，多以鼓励为主，优化教学

手段，使学生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另外，教师要改革教学评价内

容，把评价落到实处[5]。以往的语文评价手段单一，教师会通过测

试的方法评价，缺少客观性。教师要打造出多元化的评价方法，通

过教学评价的灵活使用，让学生的自尊心被保护、自信心被激发，

帮助学生不断成长。 

（四）借助跨学科教学，发展审美鉴赏以及创造素养 

语文学科的美可以渗透于教学的各个环节，生活中也可以找到

语文知识美的显现，所以鉴赏语文的美、创造语文的美也成为了中

职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但是，许多教师在教学当中忽视了核心素养

培育，会通过语言讲解的方式，鼓励学生说出自己体会到的美感，

但是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无法做到和教师一样的深度理解，所以

对语文美感的理解程度降低。面对此种情况，教师要创新教学手段，

借助多学科知识点，拓展语文教学的素材，让学生体会到语文的魅

力，达成高效的跨学科教学。跨学科教学也成为当下许多教师倡导

的方法，虽然会让语文教学的时间变得紧张，但是也会深化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使学生提高审美意识、审美鉴赏能力。例如，教师在

讲解有关自然环境的课文时，教师让学生把自己理解以及体会到的

自然之美，采用绘画的形式呈现，也可以通过手工或者是 PPT 的方

式呈现。学生可依照自己的鉴赏角度，灵活采用多种色彩以及绘画

技巧，将自己认为的美感呈现出来。接下来，教师带领学生有感情

阅读文章，在阅读过程中播放适宜的音乐，使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

完成文章赏析，提高学生的鉴赏素养[6]。最后，教师可通过开展多样

化的实践活动，把深层次的语文知识点带给学生，让学生感受到文

化的内涵，知晓实践经验需不断累积，在适合的实践模式之下，拥

有能力提高的机会与平台。跨学科教学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使用，

不但实现了语文教学的改革，也会让教师懂得新方法用于教学中的

价值，转变固定化的思想，更为主动的投入到语文知识学习当中，

在发展中职生语文能力的基础上，使学生职业能力持续提高，摸索

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中职教育当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也需

要培养出高技术、高素质的职业人才。对此，教师要知晓课堂中发

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性，在教学中呈现人文精神，发展学生的交

际能力以及语言能力。对于中职生而言与人交往可谓是关键，教师

要发挥出语文学科的育人作用，结合中职教育特点以及学生发展需

要，设计出可行的语文教学方案，达成教学活动的创新，将语文教

学作为基础教育路径，针对性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学生今后的

就业以及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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