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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职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的研究
刘春芳

（鸡西市职业教育中心，黑龙江 鸡西 158100）

摘要：全面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学生能力培养，是新形势下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师综合教学能力水平的有效途径。学生语文能力

的培养和发展是教师有意识精心培养的结果。为此，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不断优化语文课堂教学方法，遵循学习规律，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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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高效阅读是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核心

阅读能力是学好各类学科的必备能力之一。在语文阅读教学

中，应探求高效阅读方法，培养学生主动阅读的兴趣和习惯，以

实现语文教学过程的最优化。为此，我们探索了优化语文课堂的“五

步阅读法”。

一是初读课文，提出问题。“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

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一个高效的阅读者，要善于提

出问题：作者为什么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怎样的？

作者运用了哪些写作方法？等等。在阅读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和质疑能力。

二是品读课文，研讨问题。在初读课文理解字词之后，要引

导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把握文章的思想内涵和作者情感倾向。

由小组研讨，再展示学习成果。学生自主性学习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是精读课文，解决问题。中职学生的基础认知结构与高中

课程衔接有一定的距离。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遵循“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通过范读、自读、角色朗读等形式，

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分析、研讨、精读课文，解决提出的问题。

四是评价鉴赏，梳理问题。素质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课堂上应引导学生对课堂学

习状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评价。实现师生互评、学生自评、

生生互评，总结梳理进步和不足；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兴趣和

健康审美意识。

五是总结课文、拓展迁移。“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

在初读、品读、精读、评价鉴赏之后，要开展以应用为主的拓展

迁移写作训练。小至用词造句，大至改写、续写或写作练习。培

养学生敏捷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及人际沟通和交往能力，激发

写作兴趣，优化语文教学。

二、提高信息素养是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保障

《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要借助信息技术改变教学

内容的呈现方式，引导学生有效整合语文学习资源……打破传统

教学单纯以语言传递信息和以课堂为唯一教学组织形式的局限，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因此，教师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自身及学生的信息

素养，通过音视频、资源平台、云空间等多种形式将单一的课堂

内容生动、直观地呈现出来，实现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完美再现语文资源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灵活的表现形式，对提升学

生艺术鉴赏力、高雅的审美情趣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高

信息素养是提高教学效率、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根本保障。

三、开展实践活动是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载体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通过引导学生动手制作、进行社会调查

等形式来开展的课程。它能够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提

高综合素养。为此，教师必须在语文教学中积极创设多样化的教

学形式，营造课堂学习氛围，使语文实践活动真正活起来。

《记住父母的生日》是以学生记住父母的生日为切入点，从

中体会父母的劳累和艰辛的一节实践课。为了完成这次任务，他

们悄悄地观察父母，他们忽然发现父母脸上怎么有了这么多皱纹？

头上何时生出了几缕白发？父母的腰背是什么时候弯曲的？有个

学生偷偷来到父亲工作的煤矿，她远远地看到一个矿工正蹲在墙

角啃着馒头，除了牙齿之外，浑身上下都是黝黑的。当她走近一

看，那人竞是她的父亲！她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她从不曾想过

父亲为了全家的生活，为了供自己读书，竟然在煤矿干着如此艰

苦又危险的工作。她在课堂上讲到父亲时已是泣不成声，师生无

不为之动容……学生们深刻感受到父母恩重如山，唯有刻苦读书，

立志成才，才是对父母、对社会最好的报答。这节实践课既承载

了立德树人的育人功能，又在潜移默化中锻炼了学生语言表达和

口语交际能力，拓宽了学生语文实践空间，优化了语文教学形式。

四、教师人格魅力是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前提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应以教

师的人格为依据。因为教育力量只能从人格的活的源泉中产生出

来……”教师的人格魅力是思想道德行为、举止气质风度、知识

能力水平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那如何提高教师人格魅力呢？

一是要引导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对教育充满高度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树立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把严谨自律

留给自己，把慈爱信任献给学生；

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合，使教师教学能力在校本研修及教学实践中得到全面提高；

三是教师富有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教艺会得到学生的尊重和

敬佩。所以，教师要不断学习，用丰富的学识武装自己，用高尚

的人格激励学生，使其“亲其师”，从而“信其道”，成为乐学、

会学、善学的孩子。

五、结语

总之，对于中职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的研究，正是以巴班斯基

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为指导，以中职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为依托，

以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为目的的一种实践和探讨。在实践过程中，

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使中职语文课堂教学真正达到最优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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