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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王辉燕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河南省郑州市  450121） 

 
摘要：虽然在新课改背景下，中职学生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更好

的发展，但语文课堂教学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何改善弊端

现状，引领学生们走向成功，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明天呢？我们

必须重新确立教学目标，然后整合课程资源，善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组

织个性化的课堂活动，更利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在和谐师生关系的

支持下，中职语文教育特色尽显，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针对现实问题

的解决会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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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应试的教育观念，束缚着中职语文教师教学思路的多
元化转变，也影响着学生们认知体系的完善。运用有效策略，帮
助学生们实现个性化发展，是语文教师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实
践中，应该摒弃传统观念，然后重构教学模式；需要分析实际情
况，挖掘学生内在潜能；可以进行教学步骤的简化，在潜移默化
中渗透先进的育人思想等等。方法选择比较重要，充分满足了中
职学生的心理需求，对于他们有效学习目标的实现来说会起到促
进的作用。 

一、中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师观念十分陈旧 
中职语文教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实际问题摆在

我们眼前却是不容忽视的。部分语文教师仍用灌输指导办法，要
求学生盲目完成这样、那样的学习任务，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
发展，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挖掘他们的
内在潜能[1]。教学观念过于陈旧，教学方法非常单一，在枯燥的
氛围中理解语文教材中的重点、难点、关键点内容，并不能吸引
到学生们全部的注意力，因此导致教学质量越来越差，教学效果
不尽人意。语文课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学生仍然跟着听，盲目记
忆，不仅思维不够活跃，就连课堂活动的参与也是十分被动的。
小组合作形式化，师生之间有矛盾，中职语文教学工作长远规划
进程的加快阻力重重，又何谈素质教育理念的全面落实呢？ 

（二）教学内容过于普通 
中职教育是从普高走出来的，有较明显的普高倾向，注重强

调知识的完备性、系统性、逻辑性。中职语文课和普高语文课的
内容基本一致，教学内容主要体现在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
文言文、写作训练等部分，注重语文技巧的学习，但是在新颖性、
趣味性、职业性方面做得不足。选入教材的篇目，有一定的难度，
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脱节，作者生活的时代和文章所记的事情与
学生的生活实际有着很大的差异，不易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三）教学评价不够完善 
中职教育的目标是要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所有的教学都是

为学生的就业服务，因此，比较重视学生专业课的成绩，为学生
考取各级资格证书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不管是学生还是教
师、家长，都把取得专业等级证书作为衡量学生效果的标准。但
是作为基础课的语文则没有建立外部有效的评价机制，内部的评
价机制也不完善，这就使得评价起不到激励的作用。 

二、中职语文教学有效策略的研究 
（一）巧设导语，激发兴趣 
成功的导语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为整堂课的顺利进行打下

基础。因此要精心设计导语，让学生一上课就充满兴趣。如讲《故
都的秋》时，我这样设计了导语：从古到今，关于“秋”的佳句
和名篇数不胜数，有哪位同学能就这些佳句和名篇略举几例呢？
一开始，同学们并没有马上说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先提示了几
首，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悉眠。”这是
张继的《枫桥夜泊》。当我说到这里时，同学们打开了记忆的闸
门，他们想到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高》，王维的

《山居秋暝》，刘禹锡的《秋词》等，自主探究热情空前高涨起
来。 

（二）创设情境，诱导学生 
实践中，虽然我不善于创设诱人的情境，但我感到应该朝这

方面努力。因为这样做，可以有效地激发学习兴趣，激活课堂气
氛。如在讲到古典诗歌的艺术创作手法时，《诗经》里“赋”与
“兴”手法的运用往往成为学生理解的难点。朱熹关于“赋”“比”
“兴”的定义虽然准确简洁，但老师如果照本宣科，学生会感到
既难以理解，又枯燥无味。怎样才能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形
象，化枯燥为生动？笔者认为在讲“赋”和“兴”时可以引入同
学们喜欢和熟悉的流行歌曲。讲“赋”时，在解释了“赋”的含
义实际上就是直接进行叙述或描写后，可以引用《小芳》的歌词：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美丽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指明这种从多方面进行描写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古
代所说的“赋”。讲“兴”时，可以引用《纤夫的爱》的歌词：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妹不开口妹不说话妹心怎么
想”，这样就可以讲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含义。这
种以俗解雅的方法，在教学中显得轻松风趣，可以极大地调动学
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卢梭说：“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教的
东西。”我想，语文老师在课堂教学中真的能化“压力”为“魅
力”，让“学生喜欢你教的东西”，学生学习语文的消极心理就可
逐渐消除，而走向积极。 

（三）引导知识，口语表达 
我们要结合社会实际，注重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由于口

语训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它需要持久性，要日
积月累，才能逐步提高。学生要多观察，多留心身边发生的事或
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国内外大事，并在课堂上利用 3-5 分钟进行
“新闻简播”，要求简明扼要。有时还把笔者看过的佳作介绍给
学生，要求他们看了以后能够简洁概括地陈述作品的主要内容，
这样不仅扩大和推动了学生的阅读面，培养了学生的阅读鉴赏能
力、概括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此外还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为
学生创造各种说话的情境，培养学生的技能。如举办演讲比赛，
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篇演讲稿，不规定范围，不限制
内容，让他们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登台演讲，把听、讲、
评和辩论结合起来。 

（四）课外阅读，拓展教学 
教师应指导学生写好读书心得，或三言两语的评论，或感受

最深的人、事、段及其写法等的点评，或写写读后的感想体会[2]。
点点滴滴都是学生的收获，应该写下来，久而久之，有助于习作
和阅读能力的提高，更让学生感受到与文本对话的乐趣；同时重
视学生的听话、说话练习和作文训练，学生对课文写作特色的学
习，教材中写作教材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文体的格式，写作
的技巧，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尤其是应用文的写作能力，鼓励
引导学生坚持写日记，以及对周围的景物、周边的人和事的描写。
训练提高学生自身的写作水平以外，还注重学生对于社会现象，
内心感受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作文教学中
先以真取胜，然后再练习作文的文采。 

结语 
总而言之，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培养其

主动学习的意识，积极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合理运用现代
化教育手段，加强语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为培养
高素质的劳动者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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