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5)2023,10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50 

基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中职语文课堂探索 

——以中职语文《劝学》为例 

宋佳畑 

（勉县职业教育中心  陕西  汉中  724200） 

摘  要：中职语文课堂一直以来面临着不少困境。通过探索，任务驱动教学法有助于提升中职学生的学习兴趣，让语文课堂“活

起来”。现依据教学实际，结合具体教学案例，对基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中职语文课堂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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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课堂在实际教学中，一直面临着如下困境：1.部分

学生自信心缺失，同时对语文学习缺乏主体意识；2.部分学生对

自己未来发展缺少规划，对于语文学习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难

以认识到语文学科与现在生活、将来就业有着密切联系；3.课堂

中学生习惯于沉默，对课堂缺乏兴趣，课堂气氛沉闷；4.部分学

生语文基础薄弱，有着“厌学”情绪。 

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笔者在做

了很多探索之后，发现将任务驱动教学法"以任务为主线、教师

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特点和中职语文课堂相结合，可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显著提升教学效果。本文拟结合中职

语文《劝学》一课，就基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中职语文课堂的具

体实施进行探讨。 

一、创设情境、抛出任务 

任务驱动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带着真

实的任务在自主探索中协作学习，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可以

真正的参与课堂，体验到学习的乐趣。任务驱动教学法改变了以

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理念，提倡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

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理念。将再现式教学转变为探究式学习，使

学生处于积极的学习状态，每一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对当前问题

的理解，运用共有的知识和自己特有的经验提出方案、解决问题，

完成学习目标、学习任务、发展学习能力、取得学业上的进步。 

创设情境、确定任务是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必备环节，也是使

学生进行自主探索的准备环节。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中可

以通过多种形式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如自主探索、协作学习

等。 

在《劝学》的课堂教学中，笔者采取了创设情境、确定任务

的教学方法，并鼓励学生用多种形式来完成学习任务，以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望。具体如下： 

（一）围绕任务驱动设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 

以任务驱动为导向，为了更好的提升学习效果。将教学目标

设定为三个方面：一是学生可以流利诵读全文并梳理文脉；二是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自主探究、在情境创设中提升写作能

力；三是学生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体会作者劝学之心，感悟自

身，提高学习积极性。将教学重难点设定为两个方面：一是梳理

文脉；二是学生能够体会学习的重要性。 

（二）围绕任务驱动设立的导入与文脉梳理 

在导入环节通过古文：“人之初，性本善”。引出“人之性

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引导学生思考得出荀

子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而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可以使

人的本性改变。因此，荀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继而引出《劝

学》。 

在文脉梳理环节，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协作学习完成以下

任务：一是荀子是从哪几个角度进行劝学的呢？（可参考课文导

读）二是思考荀子在第一段当中，是如何勉励我们努力学习的？

三是第二段中凭借外物对君子起到了什么作用？从哪一句话中

可以看出来。四是后一段告诉我们学习要怎么样？ 

这些任务是在全面、深刻地研究教学大纲、教学目标、课文

内容的基础上，并结合现阶段中职学生认知水平、学习特点、语

文知识储备量来进行设计的。以此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

其成为语文课堂的主体。 

（三）围绕现实生活创设情境 

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实施，要求教师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所

谓合适的教学情境，是指可以引发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求知欲望

的教学环境。笔者认为这个教学情境必须和学生生活息息相关，

让其在这个教学情境中做到“共情”，以真正的沉浸于课堂，带

着真实的、有温度的任务在探索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基于这个理念，在《劝学》一课的教学设计中，笔者做了一

个关于学生个人生活的情境创设：如果你的朋友在这个最需要奋

斗的阶段整天沉迷游戏，上课睡觉，不努力学习。作为益友，你

会怎样去劝她学习呢？希望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

生思考，使语文学习更贴近生活。 

二、师生讨论、分解任务 

任务驱动教学课堂是专注创设情境、确定任务、自主学习和

协作学习的课堂。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笔者主要考虑将情境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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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两部分融合进教学设计中，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训

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在《劝学》一课的情境创设中，笔者为课堂准备了如下表格： 

劝学对象 

其不爱学习的具体表现 

从什么角度去劝说 

劝学小文（100 字左右） 

并将此情境创设分解为若干任务，让学生带着任务去自主学

习、协作学习，提升听说读写能力。具体如下： 

1.在情景创设之后，给出表格，学生思考如何填写表格。这

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探究能力。在学生思考一段时间后，给出

例文，这是考虑到了中职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特点，使中职学

生对语文学习有信心。 

学生需要填写的表格 

劝学对象  

其不爱学习的具体表现  

从什么角度去劝说  

劝学小文（100 字左右）  

教师举例 

劝学对象 同桌小智 

其不爱学习的具体

表现 
上课睡觉、沉迷手机游戏 

从什么角度去劝说 学习的内容、目的、乐趣、不学习的后果 

劝学小文 

如果我是一名高中生，我的同桌小智不好好

学习，我会劝告她：“小智，我们如今就读

于计算机专业，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

可以学习专业知识（学习的内容），我们一

定要珍惜学习机会。因为知识改变命运、技

术成就未来（学习的目的）；书中自有黄金

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习的乐趣）；如果

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肯定会感慨于少壮不

努力，老大徒伤悲（不学习的危害）”。 

2.以四人小组为单位分组讨论，交流思考结果。这个环节是

为了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学生可以在合作探究中明确学习

任务、完成课堂内容。 

3.自行填写完成表格。此环节让学生在讨论的基础上完成表

格，可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 

三、分享交流、回归任务 

情境创设的最后还是需要回归任务。分享和交流是中职语文

课堂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分享交流中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

价，是任务驱动法在中职语文课堂的落地。 

在《劝学》一课教学设计的最后，有这样一个环节：学生邀

请同伴，依据表格内容尝试分角色扮演，展现作品、分享思维的

火花。这个环节有利于教学多边活动的开展，可以锻炼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以及倾听他人想法的能力，还可以提升课堂的活跃

度，让学生感悟自身，提高学习积极性。这种情境体验训练能帮

助学生真正实现学以致用，实现听说读写能力的提升。通过这些

任务的层层深入，笔者致力于打造让职高学生想说、敢说、爱说、

有机会说的语文课堂。 

在《劝学》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中，笔者将“听说读写”融合

起来，尤其重视学生的“说”，基本在每个教学环节都有让学生

“说”。例如，在文脉梳理环节有：请学生说出《劝学》中最喜

欢的一句，这个环节的设置第一是为了让学生“说”，第二是为

了让学生体会作者劝学之心，感悟自身，提高学习积极性。这节

教学设计课是基于情境创设和任务驱动相结合的中职语文教学

探索。进行情境创设，以任务驱动为导向，激发了学生探究的热

情，学生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思维更加活跃，达成了教学目

标。 

总之，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将这一

方法引入中职语文课堂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如何将这

一方法和中职语文课堂更好的结合需要不断的实践。在实践中发

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四、小结 

在中职语文课堂教学的探索中，笔者认为将情境创设和任务

驱动相结合可以让课堂“活起来”。通过对学生个人生活进行情

境创设，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

成为课堂的主体。再通过任务驱动和教师引导锻炼学生的听说读

写能力。并设置一定比例的“开口”环节，有效锻炼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很好的衔接了语文核心素养里的语言建构与运用，让

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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