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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理念在中职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古丽努尔·赛力克

（富蕴县职业技术学校，新疆 阿勒泰 836100）

摘要：语文作为学生接触到的第一门也是最基础的一门学科，充斥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中职学校的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应

试课本的教育，而是转攻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但是语文仍旧是非常重要不能被忽视的一门课程，它是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基础，是

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必备的技能。但目前语文的教学在中职课堂中并不被重视，语文教学方式的乏味与枯燥让学生对这门课程兴趣

索然，学习热情降低，导致课堂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转变教学方式，将生活化教学运用到课堂中，才是提高学生学习热情的

有效方法。本文将从中职语文教学现状、中职语文生活化教学的意义以及中职语文生活化教学的策略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希望给正在探

索的教师和学者一点启发。

关键词：中职语文；生活化教学；现状；策略

一、中职语文教学的现状

目前中职语文的教学现状是在现有的教育大背景下一个普遍

的现象——课程枯燥乏味，学生兴趣缺缺。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

无非有两点，首先，教师依旧遵循着传统的教学方法，照本宣科，

机械性地输出课本知识点，“填鸭式”的单方面将课程内容灌注

给学生；其次，中职学生在刚刚脱离应试教育的苦海后，对于和

中学时期相同的教学方法极为厌烦，此时的他们不愿意继续被动

地接受知识，所以他们对语文课的态度十分消极。这两点原因导

致目前中职语文教学现状非常不乐观。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和缓解

这个现状，首先就是要摒弃旧有的教学方法，让“一言堂”远离

课堂，让实际大于象征，将生涩难懂、枯燥乏味的知识点用贴近

生活的方法表现出来，将知识拓展到学生的实际生活，建立课本

与生活的联系，这样才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新鲜感，增强课堂学习

效率。

二、中职语文生活化教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学生理解知识

虽然语文的学习是基础的，但并不是简单的。中华民族五千

年孕育出的文化深远而博大精深，它富含深刻知识、也极具人文

关怀，学好语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核心理念慢慢

渗入到教学中，“生活化教学”就是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

念的一种有效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轻松理解语文中的

诗词内涵，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

比如，在学习《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教师可以将“羽扇纶巾，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翻译为“手中摇着羽毛扇子，头上戴着

青色的头巾，在谈笑之间，就把强劲的敌人的船烧的灰飞烟灭”。

这样的生活化翻译诗词，可以让学生仿佛置身其中，并不会

被艰涩拗口的文言文所难住，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翻译更加直观

地理解诗词背景以及诗中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生活化教学使得语

文的教学过程变得简易，使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只有学习兴趣上去了，学习效率才

能提高。但就目前的中职语文教学现状，课本内容与现实生活的

距离感太强，以至于学生只能感受到书本本身，并不能感受知识

进入脑海。

这样的现状就导致学生无法与课本内容共情，学生自然提不

起学习兴趣。而将教学方式生活化后，学生不再局限于“学会”，

而更追求“学懂”，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多问多学，学习效率也就

随之提高了。

比如在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先给学

生做背景普及，让学生知道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局势下创

作出来的，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现在的社会环境做一个对比，让

学生更有对比性地感受到当时局势的动荡不安。学生进入到课文

中，自然就有了继续探究的兴趣。

（三） 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活力

在传统的教学环境与教学方式下，教师的教学方法固化机械，

学生也会固定地认为课堂教学氛围本就是如此乏味，导致课堂氛

围沉闷压抑。如果将教学方式生活化，学生就会感受到轻松的氛围，

学习活力也就增加了。

比如在学习《一碗清汤荞麦面》时，这篇课文本是讲述了

一个母子三人在遭受了不幸后仍旧顽强向前的故事，但是教师

可以在授课时加入对学生关于美食的提问：“你们吃过荞麦面

或者阳春面吗？这两种面有什么不同呢？这两种面放在当时的

社会环境中分别代表着什么呢？”用美食切入，可以让学生迅

速活跃起来，这时的课堂不再是对于母子三人不幸的压抑感受，

而是更能从美食转换到这种“一碗阳春面”的精神内涵。活跃

的课堂气氛不仅能加快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还会加大提高课堂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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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职语文生活化教学的策略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只有学生对学习感兴趣，下一步才

能讨论生活化教学的应用策略。那么应该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呢？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加

大自己日常的阅读量，这样在教学的过程中才能“有话可说”，

而不是干巴巴地照本宣科，学生接触到更多的课外知识后，会愿

意接触更多的知识，学习兴趣也就因此提高了。比如，教师之间

可以定期组织一些知识辩论赛或者知识讲解赛，这种活动形式会

激发教师的学习主动性，让他们主动扩充自己的知识库，为更好

地教授学生打下基础。

其次，教师要认识到鼓励教学的重要性，每个学生都是需要

被鼓励的，鼓励会增强学生的信心，信心增强了，兴趣也就有了。

比如，教师可以定期为学生写评价小册子或者发鼓励微信，这样

学生才会在沟通中增加对这门科目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布置了

作业后要及时评判，让学生知道自己的学习成果是被人尊重的也

是被人关注的。如此这般的方式会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

激发学生对于这门科目的学习积极性。

（二）将课堂与生活相结合

语文课本中的大多数课文都来源于生活，这种生活和我们的

日常并无二致，所以教师要让学生将课堂与生活将结合进行学习，

不要将课文与生活分的清清楚楚。

比如，在学习余秋雨的《都江堰》时，教师可以先借助多媒

体工具，比如视频、音乐、图片等形式，让学生感受一下都江堰

的真实景象和宏伟景观，然后教师可以为学生普及一下都江堰的

建造历史背景，历史背景的讲解可以选取小故事的方式，精悍短

小而又充满趣味，让学生快速进入到课文所营造的景象中。

接下来教师可以让学生进入讨论环节，“为什么余秋雨要

写这篇文章呢？他通过对都江堰的描写其实想要表达怎样的思想

呢？”在学生讨论结束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教师可以进行点

明主旨的环节，将余秋雨对于都江堰的深入思考告知学生。

这样的教学方式把生活融入了课文，又将课文通过生活展现

在学生的面前，他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课文，共情课文，提高课

堂学习效率。

（三）用生活化语言授课

在语文的教学中，语言的运用是门学问。教师应该改变平时

长辈的说话方式，用生活化的语言进行授课和沟通，这样可以快

速拉近教学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减轻学生与教师交流时的压力。

教师在对课文进行讲解时也可以加大生活化语言的使用频率，

比如在讲解古诗词时，就可以用自己较为生活化的语言进行翻译，

让学生不再惧怕晦涩难懂的古文。这样课堂的氛围才会活跃，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会提高。

（四）在生活中学语文

在生活中学习语文，把语文融入日常生活，其实就是将课本

知识落到实践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仅是学习语文，

学习每一门科目最忌讳的都是“纸上谈兵”。

中职生活本就不同于中学生活，学生拥有更多的自由与发挥

空间，这时候教师就应该牢牢抓住这一特点，带领学生在生活中

学习语文。

比如，在学习《故乡的榕树》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

践活动，将语文课堂搬进大自然。教师可以先组织学生在大树下

进行课文的朗读，然后让学生讨论这篇文章的描写手法以及用词

特点是什么，学生交流回答后教师可以将本文的中心思想告知学

生：这篇文章由故乡的景色引出故乡的人，表达了对故乡真挚眷

恋的情感。这时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你的心情

是怎样的？你的所思所想是什么？为什么心中会涌起这样的想法

呢？”这种把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把课文搬进现实生活的的教学

方式让学生在新鲜兴奋之余更深地记住了所学课文的立意和内涵，

极大提高了课堂效率。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语文与生活是相辅相成的，生活中处处有语文，

语文中也处处包含着生活。作为一名中职语文教师，我们要紧跟

新课改的进程，把握住新课改的中心思想——以学生为主体，此

基础上大力推进生活化教学。虽然目前生活化教学理念还处于探

索的阶段，改革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只要教师和学生

能够齐心协力，生活化教学就会更好地服务于语文教学，也会极

大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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