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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职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目标是为社会输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技

能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中职教育注重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充分体现了职教特色。

中职语文是中职教育中的文化基础课程，可通过其特殊的性质和功能，充分发挥在中职教育中的导向

作用，以“就业与升学并重”为引导，以语文教学为载体，着重培养学生文化素质、职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为学生的就业、升学以及终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社会发展输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建设者。 

[关键词] 中职语文；中等职业教育；导向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the Guiding Rol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Chinese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LU Yinghua 

Chongqing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chool 

[Abstract]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ducation, whose training goal is to 

transport applied and skilled talents with certain cultural level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for the society.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pays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work ability and practical skills,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ondary vocational Chinese is a cultural basic course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its special nature and function, it can give full play to its guiding 

role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Guided by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employment and further study" 

and taking Chinese teaching as the carrier, it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cultural quality,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employment, further study and lifelong 

development, and deliver high-quality workers and builder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esthetics and labor"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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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

的一部分，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数以亿计

高素质劳动者的重任。为推动现代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2022年初教育部发出

通知，将重新调整定位进一步推进中职

教育分层次多样性发展，从以往单纯“以

就业为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

在抓好中职教育的同时，开展具有职业

教育特点的升学教育，为更多中职学校

毕业生打开升入职业本科院校学习的通

道。即在学生接受技术技能培养的同时，

加强文化基础教育，拓展贯通培养模式，

为中职学生提高就业能力，提供升学发

展的空间。 

中职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培养目标是为社会输送具有一定

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应用型、技能型

人才。与普通教育相比，中职教育更注

重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

养，充分体现了职教特色。中职语文是

中职教育中的文化基础课程，可通过其

特殊的性质和功能，充分发挥在中职教

育中的导向作用，以“就业与升学并重”

为引导，以语文教学为载体，着重培养

学生文化素质、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为学生的就业、升学以及终生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

建设者。 

1 中职语文课程的特性、功能

及导向作用  

中职语文具有工具性、人文性、知

识性、实用性等特殊性质，是将传授知

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陶冶情操融

为一体的学科，可充分体现职教理念，

彰显职教特色，为学生就业和升学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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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职业素养，

在中职教育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积极的

导向作用。 

1.1工具性——提高职业技能 

语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文学习

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解及运用有着积极的

推动作用，是学习各门专业学科必须掌

握的基础工具，语文的工具性着重体现

在“听、说、读、写”的培养上。通过

听说能力的培养，职教学生能够掌握基

本的交际技巧和方法，一方面有利于保

持乐观健康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工作

态度，另一方面便于在今后的工作中进

行沟通、交流和协调，提升个人的协作

能力。读写能力的培养也与职场密切相

关，应用文写作教学所涉及的各类文

种，在今后工作中也会被广泛运用，交

际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的提高，

在学生未来职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就要求教师将“听、说、读、写”

综合能力与学生的职业技能紧密结合，

突出实用性和技能性，为学生走向社会

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中职语文教学

能有效地为专业技能教学服务，学生掌

握的语文知识和技能能够促进其专业

学习，提高其专业技能，为专业学科奠

定扎实的基础。 

1.2人文性——培养职业精神 

作为基础学科的语文，对培养学生

的思想意识、提高素质修养起着重要作

用。语文课程人文内涵丰富，在教学中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指导，以语文知识作为载体，

充分利用语文学科独有的人文教育功

能，结合课程思政教育，潜移默化地将

优秀文化的思想传递给学生，帮助其塑

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

时，在语文教学中注入职业道德、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以及劳模精神教育，从

而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运

用形象且生动的案例教给学生在未来的

职业岗位中应如何做，可有效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并促进学生形成优良品格，

增强职业意识。 

1.3知识性——丰富文化内涵  

语文的知识性可以丰满学生内涵。

语文学科的知识是综合知识的体现，选

取的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涵盖了文学、

艺术、历史、地理、哲学、政治、社会、

自然等不同领域，学生通过阅读欣赏作

品、分析表达交流以及参加各种语文综

合实践活动，能够有效提高语言理解运

用能力、思维发展能力、审美鉴赏能力、

文化传承与参与能力等，一方面为就业

及进一步升学打下文化基础，另一方面

为其今后的终身发展需要提供支持。 

1.4实用性——提升职业素养 

中职语文作为文化基础课，特别强

调实际应用，突出内容的实用性，重视

学生就业和升学所必备的语文应用能

力的提高。一是将职业道德、工匠精神、

劳动精神、劳模精神教育融入教学中，

培养职业意识，提升职业素养，为其就

业打下思想基础；二是将职场生活、社

会生活融入教学中，通过情境教学创设

职场情境，充分体现实用性；三是配合

和衔接专业课程，打造共同育人模式。

此外，通过语文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综

合能力，提升职业素养：通过口语教学，

提高沟通、交流能力，为入职培养必备

的交际能力；通过阅读分析，增强理

解、分析能力；结合专业，培养应用

文写作能力；通过作品的鉴赏分析，

拓展思维能力、分析能力、想象力、

洞察力，为专业课程学习及创造能力培

养奠定基础。 

2 中职语文导向作用实施策略 

教育部明确指出，中等职业教育要

根据“就业与升学并重”的办学定位，

为学生提供就业、升学、“职普融通”等

多种发展通道。中职语文在中职教育中

的导向作用应从以下几方面实施： 

2.1改变传统观念 ，明确教学目标 

长期以来，中职教育普遍存在的问

题是过分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一

部分人认为，职业教育主要是专业教育，

学生文化课基础差，对学习不感兴趣，

因此学校只需培养学生的技能水平。这

种看法极大地影响了中职语文教学，使

得语文学科被边缘化，造成了语文课学

时减少、教学内容被缩减、学生不愿学

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语文教师的工作热

情。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从改变观念

入手，首先，要明确语文在中职教育中

的特性、功能及导向作用。其次，制定

合理的教学目标，以“就业与升学并重”

为导向，以中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指

导，采取分层教学及模块教学，一方面

满足学生就业需求，另一方面为学生升

学做准备，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语文教

师要及时摒弃之前教学设计中过度看重

广、难、深的思想，结合专业要求与特

点合理制定教学目标，并将学生特点融

入到语文教学中，在培养学生语文基础

能力过程中同步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

使中职语文服务于专业教育，在学生提

升语文文化素质的同时逐步增强创新能

力以及综合职业能力。如，汽车维修专

业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汽车维护与维修等

专业技能，对学生的读写能力未提出较

高要求。对此，在设计语文教学目标时

可着重培养其口语交际和语言表达能

力，使其在未来就业中能够掌握与客户

交流及沟通的技巧。针对酒店管理专业

的学生，在语文教学中则要着重培养其

沟通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

针对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学生，在语

文教学目标设定中，不仅要求其掌握听

说读写技能，还要注重培养其审美创新

能力以及文学欣赏能力。此外，语文教

师也需提高工作热情，积极参与教学研

究及教学改革活动，主动投入到提高中

职语文教学质量的工作中。 

2.2分层教学模式，满足社会需要 

为凸显具有中国特色的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的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充分体现职教特色，中职学校教学

可采取分层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文化

基础及个人意愿，按照专业将授课班级

分为“就业班”和“升学班”。对此，语

文教学目标也应随之进行调整，“就业

班”以培养文化素质、学习能力、职业

技能、职业素养为目标，为学生就业及

终生发展提供必备的知识、技能储备。

“升学班”需在“就业班”教学目标的

基础上，加大学习能力和文化素质的培

养，为学生升学及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分层次教学模式充分照顾了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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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既能因材施教，满足不同学习基

础和学习能力的学生需要，又能适应当

前社会对不同层次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的需求，也符合未来职业教育和高等教

育的发展方向。 

2.3更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能力 

语文教学要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

体地位，着力培养其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应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

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新型模

式，提倡学生自主学习、教师点拨引导。

教师运用情境教学法、目标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合作探究法、小组讨论法等

方法进行教学，并提倡研究性学习和小

组合作学习，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探究知识的活动中，主动去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此外，在教学中

要密切联系现实生活，注重与学生所学

专业知识相结合，开发和利用生产生活

中的教学资源，加强课中实训和课后实

践，培养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教师可

运用情境教学法在真实或模拟仿真情境

中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也可运用任务驱

动法，采用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形式，

将已学习的若干教学内容整合在一起，

设计、布置学习任务，制定教学评价标

准，引导学生开展小组演练活动。比如

学习应用文写作相关知识后，针对学前

教育专业可组织一次“幼儿园亲子活

动”，要求各小组自选活动主题进行策

划，并进行活动展示与评价。在此，应

用文写作中的邀请函、策划书、发言稿、

计划、总结、简报等各类文种在活动中

都能得到实践运用。将所学的应用文写

作知识在实践活动中进行模拟演练，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课堂

的有效性。同时，将理论知识和职业技

能相联系，强化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2.4延伸课堂内容，丰富校园生活 

中职学生的课余时间相对充裕，合

理、充分利用课余时间，不仅能够打造

出更加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也可以促

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语文课堂教学

时间有限，语文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活

动的同时，也可以将中职语文的导向作

用延伸到第二课堂活动中。比如组织开

展以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主题的

演讲、辩论、朗诵、征文、手抄报比赛

以及知识问答等系列活动，教师可以借

助活动指导，将所学的语文知识与未来

的从业精神、职业能力联系起来，在实

践活动中寓教于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活动过程中，学生能够提高思想意识，

培养职业精神，增强职业素养。 

2.5改革评价体系，确保学业质量   

学业质量是学生完成本学科学习后

取得的学业成果的具体反映。中职语文

的学业质量标准应该坚持以语文学科核

心素养的整体发展为核心，通过开展阅

读与欣赏、表达与交流、语文综合实践

等活动，全方位考核学生语文学科核心

素养的发展状况。在此过程中，不但要

注重学生的学习结果，还要注重学习过

程和学习态度。对学生的语文学业质量

评价不能停留在以前单纯以考卷成绩作

为评价标准的状态，而应结合学生学习

品质、文化素质、学习能力、职业技能

和素养等进行全面评价。评价可采取多

元化评价，即学生自评 、小组互评、教

师评价等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评价，即

围绕课程思政及学科核心素养对学生学

习态度、学习能力、人格塑造、职业素

养、创新能力等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分层评价，即对就业和升学的学生分别

制定不同水平的评价标准，以考核其学

业质量。 

3 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语文作为中职教育

的基础课程，它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其

在中职教育中的导向作用。在教学中应充

分发挥这一作用，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质、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为学生就业、

升学以及终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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