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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背景下中职语文情境教学模式构建策略
王　悦

（肇庆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广东 肇庆 526000）

摘要：在当前课程改革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围绕“互联网 +”开展教学活动成为众多教师研究内容。对中职语文教学来讲，教师在

育人过程中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良好教学环境，可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语文综合素养，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本文就“互联

网 +”背景下中职语文情境教学模式构建进行探究，并对此提出相应看法，希望为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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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教师可借助微课、混合教学、信息技

术等方法开展教学活动，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学生自主学习意识，

同时也可以促使学生综合语文素养发展。因此在全新教育背景下，

中职语文教师应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围绕情境创设以及学生综合

能力培养开展有效教学活动，以此来深化语文教学改革。但是在

实践过程中，语文教师应把握一些限制性因素，如全新教学方式

使用技巧、学生认知能力等，从而充分发挥全新教学方式的应用

价值。

一、互联网 + 背景下构建中职语文教学良好教学情境的必要

性

（一）推动职业教育语文教学发展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职业教育

主要是为社会培养综合能力优秀、有一定职业素养的技能型人才，

同时随着《职业教育改革》最新文件的落实，教育部门要求教师

在教学中关注学生思维能力、创新意识等的发展，并借助全新教

学方法让学生能够主动加入学习过程。为了满足社会对高素养人

才的需求并顺应教育时代发展，更多语文教师围绕教育文件要求

和教学现状，开始引入互联网 + 教育形式。通过打造良好教学环

境、引入信息化教学手段，可以改善当前语文教学相对单一的情况，

同时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学生学科素养，从而深化语文教学

改革，完善职业教育框架，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中不断提升自身

实践能力、创新意识等，从而推动职业教育语文教学发展。

（二）提升学生核心竞争力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育部门呼吁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体现学

生主体，让学生在兴趣支持下能够主动加入学习过程。而互联网

技术的出现为教师教育改革提供全新思路，通过知识的直观呈现、

打造线上教育平台，可以改善当前教学中学生不愿主动加入、语

文能力得不到提升的情况。同时在全新教学方式下，语文教师也

可逐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职业素养等，促使学生成为对社会建

设有用的技能型人才，确保学生在就业之后可顺利就业，进而提

升学生核心竞争力。

二、互联网 + 下中职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时下，围绕互联网深化教学改革已成为众多教师研究重点，

很多中职语文教师也加入教育改革队伍，并通过实践取得一定教

育成效，提升了教育效果。但是在二者结合过程中，依旧存在一

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语文教学实效的提升，笔者认为，

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一些语文教师育人思想落后。其

在教育过程中，单一地采用知识讲解法开展相关教学活动，之后

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此种方式虽然可以确保教育实效，但并不

利于学生主动加入学习过程，且难以实现学生综合能力以及素养

的发展，导致整体教育效果不佳。其次，互联网 + 教育与中职语

文教学的融合不彻底。素质教育的持续深入，其要求教师在育人

过程中需体现学生主体性，让学生能够主动加入学习过程，但一

些教师的教育能力有限，其在教学中难以充分发挥全新教育手段

的应用价值，使得新时期下的教育改革目标难以实现，且学生综

合能力也难以提升。

三、“互联网 +”背景下中职语文情境教学模式构建措施

针对当前互联网 + 下中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

中职语文教师需结合当前教育现状，围绕学生综合发展，并运用

全新教学方式开展有效教学活动。但是在教学中，教师需深入分

析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学生能力发展之间的联系，以此来提升

整体教育效果，推动教学发展。

（一）借助微课导入教学

在语文教学中，课堂导入环节十分重要，而在互联网 + 教育

视角下，中职语文教师可借助微课导入教学，结合学生能力发展

需求开展相关教学活动，让学生在知识学习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从而借助全新教育手段推动语文教学发展。为了确保整体教学效

果，语文教师在教学开始前应对教学内容进行分析，掌握其教学

重难点，之后在明确学生认知能力的情况下，设计微课，其时长

应在 10 分钟左右，这样可以精准导入教学，也可以提升学生学习

兴趣，以此来确保后续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例如，笔者在《合欢树》一文教学中，借助微课导入教学，

开展了有效教学活动。文章作者史铁生用朴素无华的语言谱写了

一曲感人至深的追忆母爱之曲，曲中音符如行云流水般演绎，敲

击着读者的心灵，款款文字无不渗透者对母亲离世的悲伤之情，

跳动着作者对母亲的真切怀念之心。结合主要教学内容笔者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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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提出了以下教学目标：初读文章，借助换词、分析词等方式

思考作者几次“错过”中流露的情感；再读文章，探究作者选材

布局之巧妙；与其他同学探讨，深入领会“合欢树”“孩子”等

重点词语中对母爱以及生命的哲理思考，并反观自己，尝试进行

表达。这样，符合学生认知、利于提升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微课

可以发展学生语文鉴赏能力、分析能力，从而打造良好导入情境，

促使学生深入体会文章内容，从而为后续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做

好保障。

（二）运用混合教学法开展有效教学活动

学生自主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培养是当前职业教育重点所在，

因此教师可借助混合教学法，开展利于学生综合发展的教学环境，

促使其综合能力以及语文素养的发展。此种教学方式主要分为两

个阶段，首先是线上教学，其主要是教师结合教学内容设计学生

线上学习方案，让学生通过线上学习了解学习内容。其次，线下

教学。教师在掌握学生在线上学习阶段存在的问题之后，结合其

学习难点开展针对性教学活动，从而提升整体教学效果。

例如，在《归园田居五首》一诗教学中，笔者借助混合教学

法开展了有效教学活动。本诗主要写作背景以及内容是陶渊明任

官十余载，最终退隐归园，作者品格与政治之间的对立注定了他

终老归园。考虑到鉴赏类教学内容相对复杂，而为了让学生更好

地理解诗中内容，使其体会作者流露出的如释重负的心情，笔者

在将相关知识进行整合、筛选，以便让学生了解陶渊明的身世背景，

使其了解作者归园的关键原因。之后，笔者将这些知识上传到了

班级学习平台，学生在手机、电脑等终端输入学号即可进入平台

进行学习，同时平台也开设了评论功能，他们可以提出自身在学

习中存在的问题，而笔者则是与学生积极交流，了解学生学习难点。

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到诗词赏析方法、切入点等。此后，笔

者深入分析学生学习情况，在线下教学阶段，首先让学生进行朗读，

使学生在朗读过程中做到音正腔圆、语调得体，从而激发学生的

感知，促使他们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感情。其次，笔者让学生思考

以下问题，即怎样理解“归”？从何而归？原因为何？归向何处？

在此之后，学生在课堂上自主查找相关资料，之后开展课堂讨论

活动，进一步深入诗词。借助互联网 + 下的混合教学模式，能够

进一步提升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促使学生多

元能力以及素养的综合发展，切实提升语文教学效果。

（三）围绕互联网，打造良好教学环境

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语文教师可打造良好教学环境，帮助

学生理解相对抽象的知识，发展学生语文综合素养。例如，例如，

笔者在《沁园春·长沙》一文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打造了良好

教学环境。首先，在课堂开始阶段，笔者运用信息化方式为学生

呈现了相关纪录片，让学生近距离了解毛主席。随后，笔者让学

生思考通过本文题目你可以想到什么？你可以体会到作者什么样

的感情？借助这一方式引导学生初步体会文章。其次，让同学们

细心研读，尝试赏析优美句子。笔者让学生自行阅读文章，总结

出本文的写作结构以及主要方法，体会作者流露的情感内涵。之后，

笔者总结了学生的分析情况，为学生讲解本文的深刻内涵，这样

可以让学生深入文章，提升其鉴赏能力和文化素养。

再如，在实践项目《我的职场设计策划会》教学中，笔者给

学生线上资源平台使用权限，让学生通过搜集资料、整合资料、

进行演讲来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以及语文学习能力。在策划文案

中，应有职场规划、未来发展主要方向、对专业的看法等，策划

内容要有理有据，可以借鉴资源库中的数字。随后，在笔者的带

领与组织下，专业学生加入实践过程，这样他们的实践能力、策

划能力、分析能力以及职业素养得以提升，整体教学效果极佳。

（四）完善教育评价

在互联网+背景下，语文教师应结合教育实况完善评价体系。

在全新技术支持下，教师应从多方面、全方位对学生进行评价。

首先，学生的线上评价。结合线上平台的记录功能，评价学生的

学习情况，督促学生尽快加入学习过程。其次，重视学生的课堂

评价。可以从考勤、任务完成情况、参与积极性等进行评价，帮

助学生建立学习自信的同时，树立学生的发展认知。最后，学生

语文素养、知识应用能力评价，让学生及时发现自身在学习中存

在的不足，做到及时改正。不仅如此，在评价主体的选择上，语

文教师也要多加重视，例如，在小组合作中，可让其他成员对学

生进行评价，以此来提升评价公平性。之后，语文教师需结合学

生评价情况将教学内容、方式等进行调整，以此来发挥互联网技

术的应用价值，进一步推动语文教学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语文教师在互联网 + 背景下积极顺应时代发

展，在教学中引入微课、信息技术等教学方式，利于提升整体教

学效果，切实推动教学发展。因此，中职语文教师需顺应时代发展，

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落实有效措施，将信息化教育手段

融合到教学中的每一环节，从而提升整体教育效果，助力学生获

得能力、认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颜学东 . 互联网 + 时代拓展中职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空间

的路径探析 [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21，22（12）：59-60.

[2] 黎珊仪 .“互联网 +”背景下中职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现状

及改进策略 [J]. 农家参谋，2020（19）：288-289.

[3] 徐锐 . 试论“互联网 +”视角下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方法的

创新——以安徽省汽车工业学校中职语文第三学期课堂教学为例

[J]. 职业，2019（18）：8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