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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张耕田 1  薛汉侠 2 

（1 眉县实验小学；2 眉县职业教育中心） 

 
课堂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要阵地，如果课堂教学不能达到预

期目标将直接影响学校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特别是职业学校，课
堂教学又是学生形成全面素质的重要途径，更值得重视。 

然而，近几年来，职业学校课堂教学，特别是理论和基础文
化课教学却不尽如人意，表现在：教师上面讲得天花乱坠，学生
下面“八仙过海”，出现了上下都“动”，就是不“互动”的局面；
课堂要么死气沉沉，要么吵做一团；学生不愿阅读课本，只是机
械地听教师讲授，甚至有些学生上什么课，桌面上却找不到该科
的课本…… 

以上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是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中都只重视实践课，忽视理论课和

基础文化课。诚然，学生上职业学校主要是冲着学到一技之长而
来的，理论和基础文化课都应该为实践课做好服务。但任何时侯
它们都具有实践课无法取代的作用：理论课是各专业基础理论和
基本技能学习的课程，如果不能很好掌握这部分内容，就象盖房
子没处理好基础，上面盖得再漂亮、再坚固，遇到风吹草动难保
不会轰然倒塌。而基础文化课又是形成基本会话、运算、逻辑能
力及法律意识的重要课程，试想一个说话颠三倒四、做事无法无
天的人，即使精通技术，又有哪家单位会长期放心地去用他呢？ 

二是学校在学生就业上的承诺和逐渐发展的就业形势使学
生普遍产生盲目乐观、不思进取的心理。认为“学不学都毕业，
学好学坏都就业”！在校期间，马马虎虎地学习，在单位随随便
便地工作，时间一长，单位不乐意了，于是频繁调整岗位和单位，
甚至打道回府，别人问起还说单位不好，学校不好等等。个别学
生认为进了职业学校就象进了保险箱，三年后，学校总会让他毕
业，还得安排一个他满意的工作。学习没有任何压力和动力，上
课想睡就睡，想旷就旷，上班一味追求高工资、好环境，也不看
看自己能为单位创造多少价值。学生这些表现只能说明他们还不
能适应社会，缺乏必要的专业素质和文化思想素质，其根本原因
是平时不注意理论和文化课学习，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待于进一步
提高。 

三是教学方法陈旧，学习方法不得当。课堂教学往往是“一
本书、一本教案、两根粉笔、一节课”，这与实践课上常能接触
实验仪器和自己动手操作相比，当然不能吸引学生。理论和文化
课课时少、任务重，大多数教师上课一味赶进度，没有很好地研
究学生、研究教法，加之学生大多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
法，不会预习、听讲和复习，也缺乏刻苦精神。 

以上种种导致课堂教学实效性不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营造理论和文化课重要的舆论氛围，加强课程评价力
度。 

各专业应提出更加全面、科学的培养目标和措施，加强各门
课程考核力度，对学生评选优秀、毕业等方面提出合理的课程达
标要求。并能尽快在应届毕业生中执行，不要让学生认为学不学
都毕业。 

其次，调整就业思路，保证高素质人才的长期就业。 
近几年，就业形势良好，学生能按时就业并且工资待遇、工

作条件等都令人满意，但在繁华背后仍有一些不和协的音符：好
不好都就业，有一种盲目乐观、不思进取的情绪在学生中漫延。
就充分说明在就业导向上我们还存在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及就业
与学业评价脱节等问题。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势必影响职业学校的
声誉和长远发展，也是学生学习缺乏动力和上进心的原因之一。
建议在就业导向上做一些调整，建立健全“先毕业后就业”的制
度，加强对学生适应社会竞争和自主创业的指导，把学生专业对
口率、就业岗位技术含量和就业巩固率等纳入就业评价体系。 

第三，研究学生情况，不断改进教法，并加强学法指导，提
高课堂的科技含量，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这是大多数教师的共识。笔
者认为，这也许是新时代学生的必然发展趋势吧，学生的独立意
识、思维能力都较强，但刻苦精神和奋发进取精神稍显不足，学
生就是这些学生，办法还得我们想，针对这些情况，我认为，课
堂教学应避免照本宣科、毫无新意，应适当变换教学形式，如：
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适当增删教学内容和降低
课程难度，做到够用、用好；加强教学艺术学习提高，争取每节
课能用较短时间把尽量多的学生吸引到课堂中来；严格要求，一
视同仁把放课程检测关，加强学习方法指导，使学生掌握学习窍
门，在学习中享受收获的乐趣。课堂教学实效性能否提高，说到
底还是由学生来回答的。 

总之，针对职业学校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须
从营造理论和文化课重要的舆论氛围加强课程评价力度，调整就
业思想，保证高素质人才长期就业及研究学生情况，不断改进教
法，并加强学法指导这三个方面共同入手，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一孔之见，不见得准确与全面，恳请各位同仁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