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72019 年第 1 卷第 3 期 教育前沿

浅谈中职英语教学现状与改革思考
刘　丹　刘　红

（齐齐哈尔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一、中职英语教学现状

  （一）中职生英语学习困难

  大多数初中毕业生选择就读中等职业学校主要原因是文化课

成绩差，升学无望；或者学生厌学，家长无暇管教孩子，将学生

交给职业学校。其次，他们对基础文化知识学习的重要性也认识

不足，在校期间，基础文化课对许多学生来讲都是可有可无的课，

学习英语根本就没有用，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与外国人打交

道，或者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中也不需要使用英语，因此认为只要

将专业知识学好就够了。

  （二）教师教学观念落后，知识陈旧

  中职英语教学一直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传输式教

学，以阅读教学为主，轻视听力教学、口语教学和写作教学。在

阅读教学中则“重精读、轻泛读”。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很容

易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不能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最终结果是

教师一个人在讲台上唱独角戏，而学生则昏昏欲睡。

  （三）学校对中职英语教学的不重视

 普通中学的主课属语文、数学和英语，在中等职业学校却恰

好相反：语文、数学和英语是副科 ! 社会和学校重视的都是各项专

业技能大赛的成绩。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在各级各类的专业技能大赛

中所获得的奖项才能代表这个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的成绩。

二、改革中职英语教学的一些措施

新制订的《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重在培养学生的英

语运用的能力，以促进学生的发展。

（一）英语课改实施情况——调整教学目标，完善课程标准

1. 坚持从学生实际水平和劳动就业实际需要出发。

2. 调整教学目标，兼顾双重功能，适度降低要求。

3. 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老师好教，学生好学。

4. 开发实用的英语课程标准，为教材、教学、评价提供依据。

（二）课标框架——课程定位、课程理念、设计思路

1. 课程目标。总目标、分层目标、分领域目标。

2. 内容与要求。教学要求、教学内容、课时安排。

3. 实施意见。教材、教学、课程资源、评价、保障措施。

4. 词汇。单词、词组。

（三）课程理念

注重基础，突出实用性。

分层教学，增强选择性。

任务驱动，凸现趣味性。

综合评价，强调激励性。

（四）职业英语课改实践

1. 教学目标。以实践训练为主，让学生学会如何在专业领域

中使用英语交流。根据不同专业在听说读写等技能上的不同要求，

目标有所不同。工科类专业侧重阅读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能借

助词典等工具书读懂与专业相关的简单资料，服务类专业侧重听

说能力的培养。

2. 教学内容。按照就业导向这一最基本原则，以职业工作过

程为参照系来确定教学内容。

3. 课程结构。课程：高一基础内容，高二拓展内容；要求：

高一基础内容 + 职业英语，高二基础内容 + 职业英语 + 专业英语；

性质：高一必修（5 课时）以指定教材为主提高听说口语交际能力，

高二以指定教材为主（就业班 2 课时）为就业做准备，高职班以

指定教材为主（升学班 5 课时）参加高考，为升学做准备。

4. 对接。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如：文化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对接——融通共备。专业课教

师介绍本专业教学目标，岗位目标，行业资质，培养方向等社会

需求，结合学生现状以及与文化课的结合点，进行了融通共备。

（1）注重基础，突出实用性

基础性：教学目标、内容、要求和实施

①语法

a. 有重点地复习初中内容如：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和复

合句并作适当拓展。

b. 删除了下列内容：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副词的部

分内容，句子成分、句子种类、虚拟语气和独立主格结构。

②词汇

基本要求：1200 ；较高要求：2400

实用性：贴近生活，设计多种场景

（2）为专业服务，设计岗位任务驱动目标

具体表现：切实降低难度，教法力求实用，面向职业需要，

确定听说口语话题和呈现形式。

（3）综合评价，强调激励性

评价形式：按照定量记录与定性描述相结合的要求，采用评

价原则：倡导发展性评价、综合素质评价、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百分制和等第制相结合的评分方法，采用如下方式：

①阶段或单元性考查（考试），口试和笔试相结合。

②课堂活动记录

③问卷调查

④各类展示能力的英语活动（自我介绍，英语口语，英语情

景剧，职业英语技能大赛）

（4）点滴探索

①多维度教研模式

英语学科的教研活动：与专业课融通共备，企业实习考察，

观课议课，共享电子教学资源包，网络课程的开发，校本教材开

发等

②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场景交际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分层次 + 小组合作教学法，

学案导学法，微技能教学法，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整合。

③文化课和专业课教学整合的多种模式

延伸式教学模式，拓展式教学模式，嵌入式教学模式，协同

式教学模式。

④教师能力的提升

重新定位师生关系，高度关注学生兴趣，形成发展性评价的

理念，在教学实践中提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