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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钱林娜

2014年新学年，《学生导报》中职周刊

增设“讲台”版面，职校优秀园丁介绍、优

秀课件展示、论文、研究课题等，欢迎同学

们推荐你心目中的好老师，也欢迎老师们

投稿。

邮箱：421065941@qq.com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学校、地址、联

系电话、个人简介（100字左右），可附个人照

1张。

投  稿

教育的目的是育人，选取优秀又适宜的作品影响教

育对象，丰富学生的情感，提升其认知境界，激发其分析

问题能力，进而提高公民素质，传承人类文明，这应是语

文教学的使命。

目前的中职语文课不太被学生待见，面临尴尬，这

是不争的事实。除了仿苏教学模式需要改革外，教材的

编写也一直广受重视。近几年中职语文教材已见可喜

变化，从空洞乏味的政治挂帅开始向人性追问转变，选

用励志及表达生存、生活现状的作品，散发浓郁人文气

息，开始和中职学生进行温和对话。但是审视目前的语

文教材，仍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让孩子从小养成阅读习惯是提高公民素质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式。语文学习目的不是培养文人与作家，对

中职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孩子在初中大多有一段失

败的学习经历，现在进入中职校——以就业为目的的新

环境，期望学习内容会有所改变，却发现除专业课外，其

它无变化，语文教材 “长相”和教法与初中并无区别，学

生萌生排斥感便自然而然。因此，我们必须从中职校新

课标“关注学生终身发展”出发，用大视野、大动作重新

定义中职语文并确定内容，让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真正有

用并带给他力量感的东西。

１.自组素材，让人“走”进中职语文

语文学习是为了应用，如何通过学习为学生成为

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人奠基，事实证明，单纯靠观点灌输

难以凑效，而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获得的感悟则

可能更让其受益。（调查发现，我校78%学生喜欢有情

节、有人物的课文）如果我们的语文中有“人”，有丰富多

彩性格各异的人物，给即将踏入社会的学生展示鲜活的

人间万象，展现广阔的社会图景，让其在语文中感受纷

纭复杂的社会，感受多变的人生，间接体会正义与邪恶

的较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特殊事件中情与

法、对与错的困局，看到各色人等的痛苦、欢笑、矛盾与

坚守。在老师的组织与指引下，让他感知人性的单纯与

复杂，感悟生存的艰辛与希望，让其在典型而真实可感

的人物图谱中，反观自身，积极思考，进行合理的人格构

建，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

在新中职语文的编写中，可借鉴美国、法国、德国的

经验，把现、当代小说、戏剧、电影引入语文课堂，大家按

一个进度看小说、读戏剧、欣赏电影，阅读传记，这些作

品对人性的挖掘、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可以让学生感知社

会，思考现实，在老师引领下赏析特色，分析人物，找到

认识社会的方法，寻到处世的哲学。

在这样“大全”的语文里，提供给学生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的真切图景，相对完整可资借鉴的人物，而不

仅仅是优美却无实际意义的阳春白雪式的文字。这样

的学习不是象牙塔里的盲目憧憬，而是相对真切地触摸

现实、感受生活，通过这样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三年后

更有自信而非心怀忐忑地从校园走向社会。学生也许不

必三十才“立”，可能在更短时间内成为一个有较完善人

格的社会人。

让语文回归文学性，让语文里充满“人”，学生才会

喜闻乐见，语文的育人功能方可充分体现。

２.精选文章，让学生学会大“爱”

爱与恨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环绕我们一生。学会大

爱，怎样消解恨意，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挣扎。如果我

们在中职语文教材编写时放开心胸选取表达“爱”的文

章，从关注社会、关注个人与他人关系方面使中职学生

爱的情感得到提升，而不仅囿于父母之爱，家庭之情，也

许会让学生内心更圆融、更饱满。

曾读《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文，2006年佛吉

尼亚大学枪击案，32位师生倒在韩裔学生枪口下，凶手

饮弹自尽。事后，学校组织悼念活动为亡灵祈祷，他们

插的蜡烛是33根，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
声。他们的观点是，生命平等，凶手一时被心魔驱使，是

一个受伤的灵魂，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生命。1991年中国

留学生卢刚杀害导师和同学，竟有被害者家属给卢刚父

母写信安慰。这样的情怀与大爱，才是人类应该具有的

终极情怀，只有思想宽广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这类文章会教学生更理性地爱与恨，用更高境界

去看待一个罪犯。让我们明白，人生活在任何社会制度

里都会有内心的不安感，这是不完美的生活决定的，也

是人这个物种与生俱来难以超越的内心冲突。我们要

善待自己、正确认识社会不完善，安顿生命。中职学生

大多有在初中被老师、家长打击的经历，内心冲突感很

强，通过开放的爱的教育，可以缓解其内心压力，平复内

心不安。

３.活用时事，让学生精神随时代脉动前行

一个有素质又人格健全的人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内

心成长，关注他人，同时还要关注社会发展。一个人真正

意义上的成长，一定包含能够客观看待社会现实。当代

教育学者靳玉乐说：“要帮助受教育个体不断提高和发

展他们的主体性，使他们逐步地由一个自然人转变为一

个社会人。”

虽然热点事件可以在新闻中得知，但中职学生不一

定能正确分析与理解，还有许多学生根本两耳不闻窗

外事，和考试无关内容一律漠视。这一方面造成学生所

学和社会脱节，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我们下一代各扫门前

雪的社会人格。如去年的西南大旱，舟曲泥石流，许多学

生对灾情导致无辜生命的逝去相当漠然，可见一斑。如

果教学大纲赋予教师更大自主性，老师可以选时文进入

中职课堂。如选取以药家鑫事件为素材的佳作，选取陈

光标“暴力”慈善、抢购食盐的点评文章，并分析写作角

度、评点写作方法、讨论观点，真实的事件对人的触动是

最直接的，热点事件是最好的人文教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教材不应排除古诗文，如

《琵琶行》《鸿门宴》这类表达精彩又有人物命运的作

品应该让学生学习与分析。

４.打破常规，改革考核评价方法，

传统的“一纸考试”的语文评价方式，不能真实、全

面地反映学生的语文水平，无法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调

查发现，我校８０%学生对传统考试方式表达了不满。

在“听、说、读、写”目标实现中，“说”以事先准备和

课堂即兴发言为打分对象，以有独立见解、有创建为主

要评价标准；“读”以必读篇目和自我拓展阅读量为打

分对象，必读篇目以高质量完成作业为打分依据，拓展

阅读以学生自己写的推荐文章或者口语介绍为打分依

据；“写”的目标则在大量阅读中得以实现，这样的作文

可以最大可能保证学生积极思考，有感而发，而不只是

言之无物的文字堆砌。

新思路的教材编写中，也要考虑考试方式多元

化，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分层确定相应的学习目标，进

而进行不同的考试。

考试可分笔试和口试，减少与中职生实际需要关系

不大的语文知识的考核，古文以翻译大意为准。总评成

绩时，平时应该占较大权重。

中职生正处于向社会人的转折时期，有“人”的语

文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惑，少一些茫然多一些自

信，积累一些正确的社会经验，为未来的就业奠定良好

素质与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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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中职语文教材改革已进行一些有益探索。本文从育人目的出发，旨在探讨中职语文教材变革的更大动作，使

之更接近因材施教的教育宗旨，以适应当代中职生现状。通过让中职语文大“变脸”，最大限度地贴近当代中职生，走进

学生内心，让学生喜欢语文书，盼望语文课，让语文在育人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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