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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标付诸应用后，过去的教学方式普遍滞后于时

代，也很难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致，保守残缺会导致中

职院校的教学水平始终得不到有效提高。在这种情况下，

中职院校的各科教师应该创新思维，积极应用信息技术，

藉此打造更为热烈的课堂氛围，打造学生兴致勃勃地学习

语文的场景，提高并确保语文教学实效。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在中职院校任职

的语文教师在日常工作期间，应该注意借力信息技术创设

新颖而科学的教学情境，以在矫正传统教学偏重于说教模

式的基础上发掘并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致。例如，在指

导学生学习《荷塘月色》的时候，因为该文章多是景色性

描述语言，单靠口述很难让学生体会到其中的魅力，反而

会导致学生滋生烦躁及逆反心理。

此外，如果中职院校的语文教师，在利用互联网技术

搜索丰富素材的基础上，应用 PPT制作专门的课件，展示

和文章内容相对应的系列美景或相关的短视频，并配合以

优美的音乐，会激发出学生的审美意识，藉此提高他们对

课堂教学的关注度，降低他们对课文内容的难度，推动他

们形成主动而高效学习的动力。

因为灌输式教学模式在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以至于

目前的很多中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旧习惯使用单纯口

述式的教学方式，致使课堂氛围普遍沉闷无趣，教学过程

缺乏活力，教学效果不容乐观。而灵活利用信息技术，则

不仅有效地改变这种传统弊端 [1]，打造更为活跃的课堂氛围。

例如，在指导学生学习《将进酒》的时候，因为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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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学生的古文基础相对较差，单纯地讲述会让其中的部分

学生昏昏入睡；而利用信息技术，展示李白写作这首诗的特

殊背景，配合讲述其中所涉及人物的历史轶事，让课堂中

充溢着当年李白的纵横肆意的豪情，借此影响学生的情绪，

打造热烈活跃的课堂氛围，为提高教学效率提供更好的基础

条件。

推动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不仅应该让学生能高效学

习各学科知识，更应该思考提升其全面素养，特别是沟通、

交流、表达、思维及道德等方面的能力。实现这一点，需要

进行比较充分的师生互动。对此，信息技术不仅能为课堂中

师生互动打造更为便捷的条件，而且 QQ、微信等各种基于

信息技术的新交流方式的出现，还能为教师和学生在课外进

行更为频繁的互动提供更为便捷的条件。

解决的问题

袭现象

部分中职院校的语文教师，因为责任意识相对匮乏，

职业道德水平偏低，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过当，

对其的依赖性明显偏高，甚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抄袭现象。

比如，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利用信息技术的重心应该是搜

索海量资料，有针对性地整理制作成熟的 PPT等 [2]。同时，

还可适当参考其他前辈制作的成熟课件。部分中职院校的语

文教师基于机会主义心理作祟，直接省掉搜集资料、整合信

息、编辑制作新课件的过程，而是采取直接照搬了互联网中

已经存在的成熟课件。这种情况的存在及蔓延：一方面严重

制约了中职院校语文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步伐，致使其教学能

力长期驻足不前；另一方面，因为中职院校语文教师所照搬

抄袭课件，原本为其原创者面对其他学生群体而设计制作

的，对于照搬者而言缺乏足够的适用性，不仅无法有效激发

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反而会因为其中的明显缺陷而影响语

文教师在学生群体中的威信 [2]。

显出信息技术的教育价值

应该说，信息技术在创新教学方式、拓展学生视野、

激发学生学习激情而言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和价值。不过，

信息技术为中职院校教师提供了便捷条件，同时还容易让他

们陷入过于安逸的状态，容易致使其滋生惰性心理。其实，

信息技术本身的更新速度非常迅疾，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专

注于应用信息技术的中职院校的语文教师，从逻辑上看应该

注意不断学习，和信息技术一起同步发展，以确保与时俱进

地具备应用最新信息技术的胜任能力。

不过，部分资深教师因为个人年龄等方面因素，其知

识更新速度慢，周期长，很难跟得上信息技术的更迭速度，

所掌握的信息技术容易遭遇到滞后于时代的风险问题，信息

技术在他们手中无法充分发挥其应用的积极作用。

的应用策略

应用效果

基于更有效地推动信息技术教学的需要，高职院校或

者教育机关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需要，就语文在岗教师应用信

息技术问题组织系统而专门的培训活动，以确保他们能无

障碍地通过各种检索工具搜集相关信息、使用各种专门数据

库、应用各种教学过程中常用的软件，进而可制作出各种科

学、规范、有效而且符合审美标准的优秀课件。同时，还应

该鼓励中职院校的语文教师，积极投入到课改活动中，根据

课改活动的需要 [3]，思考明确应用信息技术的重点和要点，

明确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难点问题，就难点问题

进行有针对性的课题攻关，以在理论联系教学实践的基础

上，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准，以更好地确保中职院校

语文教学相对于推动形成学生核心素养而言的实际效果。

过度依赖于信息技术

虽然，信息技术相对于提高高职语文教师备课效率、

教学质量及推动学生全面发展而言，有着相当关键的价值和

意义。不过，相对于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而言，信息技术的

定位始终均为辅助性手段，无法取代语文教学的其他内容。

中职院校的语文教师在探索发掘信息技术的潜在价值和作

用的过程中，应该对信息技术的这种辅助性定位形成清醒地

认识，在具有应用过程中不仅需要尽可能地确保其充分度，

还应该把握一种适度原则，避免对此形成过度依赖；在部

分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暂时性或者局部性地主动扬弃信息

技术。

一般而言，使用视频图文可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过，在电子课件泛滥的情况下，一笔娟秀的板书往往也能

起到出乎意料的作用，特别是在国学越来越受重视的如今。

所以，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在思考利用各种电子视频图文资料

的同时，应该同时保留板书教学方式，而且依旧需要专门的

训练板书的书写，在部分课堂需要的情况下依旧可以采取板

书为主的教学模式。

因为新冠疫情等情况的影响和制约，社交距离成为新

时代的自然需要，包括中职院校语文教学在内的各类教育活

动，均应该探索在确保教学质量的情况下灵活授课；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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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是可选的主要方式。其实，即便是在可进行面对面

现场教学的情况下，也可以充分利用线上教学方式，拓展师

生沟通的渠道，为课后辅导提供更好的条件。所以，高职院

校应该考虑创造条件，依托目前的 5G技术，开设专门专业

的线上教学平台，以为更为充分地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创造

更好的条件。

总之，基于推动中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中职院校

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

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和语文教学实践的契合；面对目前出现的

照搬抄袭及信息技术知识更新迟缓等问题，中职院校或教育

机关应该鼓励广大教师参与课改活动，协调处理多媒体与语

文课堂的内在关系，开设线上教学平台，为更为充分地发挥

信息技术的作用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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