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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中职艺术生的执行力
高莹莹　鲁亚玲

（武汉市艺术学校，湖北武汉 430056）

摘要：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标准的规范化，新高考改革对于艺术生的文化知识有了新的要求。我们的艺术生不仅仅要局

限于专业的培养，也要注重文化修养，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而艺术生在文化课堂上学习执行力影响了艺术生文化知识的学习效果，阻

碍了文化学习能力的提高。在课堂教学中培养艺术生的执行力，成为我们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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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艺术生作为以后从事文艺工作的主要力量，加强文化修

养才能培养更优秀的文艺工作者。而目前艺术生的学习过程中，

由于时间紧迫精力有限，大部分学生会把大量的时间有的甚至是

全部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艺术专业的学习中，忽略文化课的学习。

长期的不学习或者学习很少的文化课，影响了艺术生文化学习能

力的水平。学生的学习文化知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课堂上，

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提高艺术生文化学习能力的水平，就是要在课

堂教学中提高艺术生学习文化课的执行力。

一、中职艺术生执行力的影响因素

（一）外部因素

主要包括高考政策、其他学校、教师素质、社会文化环境等。

（二）内部因素

1. 高考政策

随着艺术高考越来越火爆，全国各高校对艺术类专业招生和

报考需求不断提高。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艺术类中职学生文

化课的高考成绩成为影响中职艺术生能否进入大学艺术课堂这样

更高层次学习的重要因素。一般大学院校的招生艺术生分为以下

几种；（1）学校划定高考文化分最低分数线，考生达到最低分数

线之后按专业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2）将高考文化分和专业

统考分按一定的比重相加，按照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3）还

有一部分学校重视文化分的，设置专业统考分数线，考生达到最

低分数线之后按文化分排名从高到低录取。大学院校的招生政策

也会影响学生对文化课学习的执行力。

2. 其他学校

随着新高考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艺术高考这条路考

大学。不仅仅是中职学校有艺术类的专业，很多普通高中都开设

艺术班。中职学校学生普遍有很强的专业优势但是文化较弱，而

普通高中艺术班学生文化较强。这也会对中职生参加艺术高考产

生一定的影响。

二、课堂教学中提升中职艺术生执行力的策略

（一）教师要转变观念，从管理走向服务

教师不仅仅要具备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教学专业知识和

教学技能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教师是要深入研究艺术生高考政

策，要深入学习新高考改革方案，研究新高考命题趋势，深入

学习和研究国家有关职业教育方面的政策。学校要举办一些文

化课相关的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武汉市艺术学校每学年都会举办文化课相关的读书节和英

语节，不同专业的学生都会结合自己的专业来参加活动。这样

不仅仅能加深对文化知识的理解，也能加深学生对专业和文化

之间联系的认识。

（二）教师在教学中要指导学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

中职艺术生学习要兼顾专业学习和文化课的学习，要学会合

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在内心要树立专业和文化同等重要的意识，

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是使学习效率最大化。在学习文化课的过

程中要学会构建知识网络，整理知识体系，把握主干知识，挑重

点狠抓落实学习。

以高考数学为例，高考数学总分 150 分，分值比重大，但是

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数学较难，很多同学都存在放弃的心思。数学

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是为专业服务的，它能锻炼学生的思维，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学习数学最大的困难就是动手解题能

力较差，而这些是可以通过专门的训练提高的。学生在学习数学

的过程中应该从全局出发，了解整个高中的知识板块。学会整理

课本上的知识点，复习的时候以主线模式进行。高中数学可分为

四条主线：函数、几何与代数、概率与统计、数学探究活动。学

生可以按主线可以用思维框图的形式来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教

师要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促成学生对知识深层次地理解，从而完

成对知识的内化建构。

（三）教师教学中注重多学科融合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基于知识技能，又高于知识技能的。文化课与文

化课之间的融合教育，文化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融合都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兴趣，提升学生的执行力。比如戏曲表演专业的学生会把

英语与表演结合在一起，在学校英语节比赛中，以小品的形式来

演讲英语，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用数学的知识去理解乐理相关知

识，美术专业大学生会对数学教学中几何感兴趣等。

三、结语

总之，课堂作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战场，教师和学生

都是课堂的主人，学校、老师和学生要学会利用课堂教学一起努

提升中职艺术生的执行力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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