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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 Laurent Series Theory and Isolated Sin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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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Science,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2.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Laurent Series theory and Isolated Singularity Classification of complex variable function is applied to heterogeneous 
complex variable function.  Heterogeneous laurent series are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series theory of heterogeneous analytic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heterogeneous Isolated Singularity Classification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Heterogeneous Laurent Series theory. 
　
Keywords
heterogeneous laurent series theory; heterogeneous singularity; heterogeneous isolated singularity 
　
Fund Project
Funded by the 22nd Student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非均匀洛朗级数和孤立奇点分类　
杨彦晖 1　江宇婕 1　陶继成 2　

1. 中国计量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系，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8
2. 中国计量大学应用数学系，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论文把复变函数的洛朗级数理论和孤立奇点分类推广到非均匀复变函数上，运用非均匀解析函数理论和级数理论建立了非均
匀解析函数的洛朗级数展开，建立了孤立奇点的分类。　
　
关键词

非均匀洛朗级数；非均匀奇点；非均匀孤立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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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笔者在文献 1,2[1,2] 推广了复变函数理论，建立了非均匀

复变函数理论，给出了非均匀复数域 KC ，非均匀解析函数

和非均匀积分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非均匀拉普拉斯方

程与非均匀 Cauchy-Riemann 方程组的关系，获得了非均匀

Cauchy 积分定理，Cauchy 积分公式。随后在文献 3[3] 中建立

了非均匀解析函数的级数理论，获得了泰勒级数展开定理。

论文利用非均匀解析函数的积分 [2] 和级数理论 [3]，推广文献

[4,5] 的洛朗级数理论，孤立奇点的分类，建立非均匀洛朗级数

理论和孤立奇点分类，另外，该论文的后续研究工作也可以

进一步研究有关非均匀复变函数的奇点附近的可视化问题 [5]，

分析奇点的变化状态。

2 预备知识

下面给出非均匀复数、非均匀复变函数的一些基本定义

及性质，具体参考文献 [1-3]。

2.1 非均匀复数的定义

考虑到复数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我们对复数单位做

进一步推广，定义非均匀复数。

定 义 集 合 C z z a jbK = = +{ } ， 其 中 a,b 为 实 数

R， 0.,2 ≥−= kkj 。

在 KC  中引入数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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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a jb z C m R mz ma jmb= + ∈ ∈ = +, , , ,K

在 KC 中引入加法

z a jb z a jb z C z C1 1 1 2 2 2 1 2= + = + ∈ ∈, , , ,K K

z z a a j b b1 2 1 2 1 2+ = + + +( ) ( ).

定理（1）[1] 在上面的数乘、加法和乘法运算下， KC 为

R 上的一个域，称为非均匀复数域。

2.2 非均匀复变函数的微分

非均匀复变函数的定义，类似于复变函数的定义，形式

上和数学分析中函数定义相同，此时自变量和函数的取值均

为新定义的非均匀复数。在定义函数之前，根据复平面点集

的几个基本概念，我们可以推广到非均匀复平面上。

定义（1） 设 f ：从 KC 到 KC 的映射，则称为 f 为

KC 上的非均匀复函数。

非均匀函数的导数，解析的定义及与偏微分方程组的关

系在文献 [1] 中给出，下面直接给出结论不予证明：

定义（2）设函数 )(zfw = 在点 0z 的邻域内或者包含

0z 的区域D 内有定义，考虑比值

)0(
)()()()( 00

0

0 ≠∆
∆

−∆+
=

−
−

=
∆
∆ z

z
zfzzf

zz
zfzf

z
w

如果当 z 按照任意方式趋于 0z 时，即当 z∆ 按照任意方

式趋于 0 时，比值 z
w
∆
∆

的极限都存在，且其值有限，则称此

极限为函数 )(zf 在 0z 的导数，并记为 )( 0
' zf ，即

,
)()(

limlim)(
0

0
000

'

zz
zfzf

z
wzf

zz −
−

=
∆
∆

=
→∆→∆

这时称函数 )(zf 于点 0z 可导。

定义（3）如果函数 )(zfw = 在区域 D 内可微，则称

)(zf 为区域 D 内的解析函数，或称函数 )(zf 在区域 D 内解

析。函数在某点解析，是指在该点的某一个邻域内是解析的，

函数在某个闭域解析，是指在包含该闭域的某区域内解析。

2.3 非均匀复变函数的积分

非均匀复变函数的积分见文献 [2]。

定义（4）设非均匀复数域 kZ 上的有向曲线C ：

)(tzz =   ( βα ≤≤ t )

以 )(αza = 为 起 点， )(βzb = 为 终 点， )(zf 沿

C 有 定 义， 顺 着 C 从 a 到 b 的 方 向 在 C 上 取 分 点：

bzzzza nn == − ,,...,, 110 ，这样可以将曲线 C 划分为 n 个

弧段，在从 1−tz 到 tz 的每一个弧段上任取一点 tξ ，那么

t
n

t
t zfS ∆= ∑

=
)(

1
n ξ ， 1z −−=∆ ttt zz

当分点增多时，弧段逐渐加细，如果和数 nS 极限存在且

为 S ，则称 )(zf 沿C（从 a到b）可积，S 为其上的积分，

记号为 ∫C zzf d)( ，其中C 为积分路径。

定 理（2）[2] 设 函 数 )(zf 在 非 均 匀 复 数 域 KC 上 的

单 连 通 区 域 D 内 解 析， jC 为 D 内 任 一 条 周 线， 且 则

有 ∫Cj f z dz( ) 0= 。

定理（3）[2] 设区域 D 的边界是非均匀复数域 KC 上周

线（复周线 ) jC ，函数 )(zf 在 D 内解析，在 jCDD +=
−

上连续，则有

∫ −
=

jC z
f

i
zf ξ

ξ
ξ

π
d)(

2
1)( （ Dz∈ ）

2.4 非均匀幂级数

非均匀的幂级数见文献 [3]。

定理（4）[3] 非均匀幂级数
0

( )nn
n
c z a

∞

=

−∑ 在其收敛椭圆

域 :
k

T z a R− < 内绝对且内闭一致收敛到解析函数 ( )g z ， 

即

0
( ) ( )nn

n
g z c z a

∞

=

= −∑  （公式 1）

而且在内，幂级数（2.1）可以逐项求导，即

( )
1( ) ! ( 1) ( 1) 2( )

( 1) ( 1)( )

p
p p

p
n

g z c p c p P p z a
c n n n p z a

+= + + − − +
+ − − + − +

 

 

  

 （公式 2）

同时（公式 1）和（公式 2）的收敛椭圆半径 R 相同，

其中的系数满足下面的关系

( ) ( ) ( 0,1, 2, )f ac p= = 。

定理（5）[3] 设函数 ( )g z 是区域 D 内的非均匀解析函数，

则只要椭圆T z a R− < 且T D⊂ 内，则 ( )g z 在内能

展开成非均匀幂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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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nn

n
g z c z a

∞

=

= −∑

其中系数

( )

1

( ) 1 ( ) ( 0,1,2, )
! 2 ( )

p

p n
T

g a g dc p
p i a

ρ

ξ ξ
π ξ += = =

−∫  ，

（ ,
k

T a Rρ ξ ρ ρ= − = < ）且展开是唯一的。

3 非均匀复级数洛朗展开

3.1 非均匀双边幂级数敛散性

设 0 1, , , , ,n nc c c c−   和是非均匀复常数，我

们称下面的级数

1
1 0 1+ ( ) ( ) ( ) ( )n n

n nc z a c z a c c z a c z a− −
− −− + + − + + − + + − +     

 （公式 3）

为非均匀双边幂级数，简记为
( )nn

n
c z a

+∞

=−∞

−∑
。 

下面我们讨论双边幂级数（公式 3）的敛散性：

（3）的收敛等价于下面两幂级数（公式 4）和（公式 5）

的收敛性 

0 1( ) ( )nnc c z a c z a+ − + + − +   （公式 4）

1 2
1 2( ) + ( ) + ( ) n

nc z a c z a c z a− − −
− − −− − − +   （公式5）

我们对第二个幂级数（公式 5）令 1= z-aξ −（） ，则有

2
1 2+ + n

nc c cξ ξ ξ− − − +   （公式 6）

若（公式 6）收敛椭圆半径
1
r

，根据定理（5），则（公式 6）

在 k
z a r− > 内绝对且一致收敛到非均匀解析函数 ( )f z 。

因此有下面的定理：

定 理（6） 若（ 公 式 4） 式 收 敛 椭 圆 半 径 为 R，

且 r R< ， 则 非 均 匀 双 边 幂 级 数（ 公 式 3） 在 椭 圆 环

k
r z a R< − < 内绝对收敛且内闭一致收敛到解析函

数 ( )g z 。

证明：非均匀幂级数（公式 4）的收敛椭圆半径为 R，

因此由定理（5），（公式 4） k
z a R− < 内绝对收敛且

内闭一致收敛到解析函数 ( )h z ，根据前面的分析（公式 6）

在 k
z a r− > 内绝对且一致收敛到非均匀解析函数 ( )f z

收敛，因此（公式 3）在椭圆环 k
r z a R< − < 内绝对收

敛且内闭一致收敛到非均匀解析函数 ( )= ( ) ( )g z f z h z+ 。

定 理（7） 若 非 均 匀 函 数 ( )g z 在 椭 圆 环 H:

k
r z a R< − < 内非均匀解析函数，则 ( )g z 在 H 内一

定能展开成双边幂级数： ( )nn
n
c z a

+∞

=−∞

−∑

其中系数 1

1 ( ) ( 0, 1, 2, )
2 ( )n n

T

g dc n
i a

ρ

ξ ξ
π ξ += = ± ±

−∫  , 

( ,
k

T a r Rρ ξ ρ ρ= − = < < ) 且展开是唯一的。

证明：在 H 中任取一点 z , 因此存在

1 1 1,
k
a r Rξ ρ ρΓ − = < <：

和 2 2 1 2,
k
a r Rξ ρ ρ ρΓ − = < < <： 使 得 在 1Γ 和

2Γ 所围区域的内部，由非均匀柯西积分公式，有

2 1

1 ( ) 1 ( )( ) d - d
2 2

g gg z
i z i z

ξ ξξ ξ
π ξ π ξΓ Γ

=
− −∫ ∫

对第一式利用定理（5）一样的证明过程得

2 0

1 ( ) d = ( )
2

n
n

n

g c z a
i z

ξ ξ
π ξ

+∞

Γ
=

−
− ∑∫ ，

其中

2

1

1 ( ) ( 0,1, 2, )
2 ( )n n

g dc n
i a

ξ ξ
π ξ +

Γ

= =
−∫  ， 

对第二式的积分 1

1 ( )- d
2

g
i z

ξ ξ
π ξΓ −∫ ，我们有，

( ) ( ) 1-
1

g g
az z a

z a

ξ ξ
ξξ

=
−− − −
−

，

又因为 1ξ ∈Γ， 1a
z a
ξ −

<
− ，于是有

1 1

1 ( )- d = ( )
2

n
n

n

g c z a
i z

ξ ξ
π ξ

−∞

Γ
=−

−
− ∑∫ ，

其中

1

1

1 ( ) ( -1, -2, )
2 ( )n n

g dc n
i a

ξ ξ
π ξ +

Γ

= =
−∫  ，

再由非均匀柯西定理把系数统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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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 ( 0, 1, 2, )
2 ( )n n

T

g dc n
i a

ρ

ξ ξ
π ξ += = ± ±

−∫  ，

,
k

T a r Rρ ξ ρ ρ= − = < < ，唯一性由系数的具体

表达式可得。

3.2 非均匀解析函数的孤立奇点分类

定义（5）若非均匀解析函数 ( )g z 在点 a不是非均匀解

析函数，但 a的任何邻域都有 ( )g z 的非均匀解析点，则称

a为 ( )g z 的非均匀奇点。设函数非均匀函数 ( )g z 在 a点的

去心椭圆域 { }( ) 0
k

U a Z Z a r= < − <


内解析且 a为非

均匀奇点，则称 a为 ( )g z 的非均匀孤立奇点。

由定理（7）， ( )g z 在 { }( ) 0
k

U a Z Z a r= < − <


内展开成幂级数形式 ( )nn
n
c z a

+∞

=−∞

−∑ 。

我们成正幂部分
0

( )nn
n
c z a

+∞

=

−∑ 为 ( )g z 的正则部分，

负幂部分
0

( )nn
n
c z a

+∞

=

−∑ 为 ( )g z 的主要部分，则非均匀奇

点 a完全由 ( )g z 的主要部分决定。

定义（6）设 a为 ( )g z 的非均匀孤立奇点。

（1）若 ( )g z 在 a的主要部分为零，则称 a为 ( )g z 的

非均匀可去奇点。

（2）若 ( )g z 的主要部分为有限项：

1 1
1( ) ( )

m m
m m

c c c
z a z a z a

− − + −
−+ + +

− − −


且 0mc− ≠ ，则称 a 为 ( )g z 的 m 阶非均匀极点，若

1m = 则称 a为非均匀单极点。

（3）若 ( )g z 在 a 的主要部分为无限项，则称 a 为

( )g z 的非均匀本质奇点。

下面给出三类非均匀奇点的等价性刻画：

定理（8）设 a为 ( )g z 的非均匀可去奇点，则下面三条

都可以作为非均匀可去奇点的定义

（1） ( )g z 在 a的主要部分为零。

（2） ( ) ( )
z a
Lim g z b
→

= ≠ ∞ 。

（3） ( )g z 在 a的某邻域内有界。

证明：（1）⇒（2），（2）⇒（3）是明显的，下证（3）

⇒（1）

我们只要证明主要部分为零就好了，即负部分的系

数 0( 0)mc m− ≡ >

- 1

1 ( ) ( 1,2, )
2 ( )m m

g dc m
i aρ

ξ ξ
π ξ − += =

−∫  ，

于是

1
-

1 ( ) - )
2

m
mc g a d

i ρ
ξ ξ ξ

π
−= ∫ （

当 0ρ → 时， 0mc− → ，因此 0( 0)mc m− ≡ > 。

注：当 a为 ( )g z 的非均匀可去奇点时，我们在 a点补

充 ( )g z 的 定 义， 若 ( ) ( )
z a
Lim g z b
→

= ≠ ∞ ， 记 ( )g a b= ， 

则 ( )g z 为 a 邻域的非均匀解析函数，若 ( )g z 为 a 邻域

的 非 均 匀 解 析 函 数， ( )g z 在 a 的 主 要 部 分 为 零， 并 且

( ) ( ) ( 0)n
n

n m
g z c z a m

+∞

=

= − >∑ ， 0( 0)mc m≠ > ，则称

a为 ( )g z 的 m 阶零点。

定理（9）设 a为 ( )g z 的 m 阶非均匀极点，则下面三条

都可以作为 m 阶非均匀极点的定义

（1） ( )g z 在 a的主要部分为

1 1
1( ) ( )

m m
m m

c c c
z a z a z a

− − + −
−+ + +

− − −
 ，且 0mc− ≠

（2） ( )g z 在 a的邻域内可以表示为，

( )( )
( )m

zg z
z a
ω

=
−

且 ( )( ( ) 0)z aω ω ≠ 为 a的邻域内的非均匀解析函数。

（3）
1( )=
( )

f z
g z

以点
a

为 m 阶零点。

证明：先证（1）⇒（2）

1 1
01

( 1)

( )
( ) ( )

( )
=

( )
( )

( )

m m
m m

m m
m

m

c c cg z c
z a z a z a

c c z a
z a

z
z a
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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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然 ( )( ( ) 0)z aω ω ≠ 为 a 的 邻 域内 的 非 均 匀 解 析

函数。

（2）⇒（3）

1 ( ) ( )( )
( ) ( ) ( ) ( )( )

m mz a z af z
g z z a a z aω ω ω

− −
= = =

′+ − +
，

( ) 0aω ≠ ，

因此，
1( )=
( )

f z
g z

以点 a为 m 阶零点。

（3）⇒（1）

f z z a( ) ( )= = −
g z z( ) ( )

1 ( )mλ（z)=
z a
ω
− m

，

其中
1( )= 0
( )

a
a

ω
λ

≠ ，

于是
( ) ( ) ( )( )( )

( ) ( )m m

z a a z ag z
z a z a
ω ω ω′+ − +

= =
− −



，

( ) 0aω ≠ ，因此 a为 ( )g z 的 m 阶非均匀极点。

由定理（9）中的（3），我们有，

定 理（10） 设 a 为 ( )g z 的 非 均 匀 极 点 的 充 要 条 件

是 ( )
z a
Lim g z
→

= ∞。

定理（11）设 a为 ( )g z 的非均匀本质奇点等价于下面

的结论

（1） ( )g z 关于 a点展开的主要部分有无穷项。

（2） ( )
z a
Lim g z

b→

∞
≠ 


，即极限不存在。

（3）
1( )=
( )

f z
g z

以点 a为非均匀本质奇点。

证 明： 先 证（1） ⇒（2）， ( )g z 关 于 a 点 展

开 的 主 要部 分 有 无 穷 项， 所 以 a 为 ( )g z 的 非 均 匀 本

质奇 点， 若 ( )
z a
Lim g z
→

= ∞， 则 a 为非 均 匀极 点， 若

( ) ( )
z a
Lim g z b
→

= ≠ ∞ ， 则 a 为 非 均 匀 可 去 奇 点。（2）

⇒（3），若点 a 不是
1( )=
( )

f z
g z

的非均匀本质奇点，

则点 a 要么为非均匀可去奇点，要么为非均匀极点，这与

( )
z a
Lim g z

b→

∞
≠ 


矛盾。（3）⇒（1）易得。

例： =1a 为
1

1 z−
的非均匀单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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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Reason and Tactics of Current Hong Kong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Situation 
Zhiquan Zhang　Shanshan Zhou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China 

Abstract
People especially its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of a country will affect the country’s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Under the premi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ong Kong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y, reality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o as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youth.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cultivation; patriotism 

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现状的成因探析　
张志泉　周闪闪　

南通大学，中国·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

一个国家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的强弱将影响该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一国两制”前提下，对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
同现状进行审思，并从历史、现实及教材层面进行成因分析，探寻提升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感培育；爱国主义　

 
1 引言

国家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在有他国语境存在下对自己出生

或世代居住的国家所产生的依恋感与身份感，也是“个人承

认和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政治身份后的归属感，是个人对

所在国家的民族文化特性和政治主张特性（包括其合法性和

合理性）的承认和接受，并进而产生归属感”。[1] 国家认同

是个体或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一个国家凝聚的体现。当个

体或群体认同某个国家时，就会忠诚地拥护它并倾其所能为

其奋斗一生。一般而言，当个体出生并世代居住于一个国家

时，其对该国家认同感只有强弱之分而无是否之分。但当其

归属受到阻断，其归属感就会被削弱或受到异化。世代居住

于香港的居民由于曾受英国 100 多年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

怀抱后，其国家认同或多或少受这一历史进程的弱化与影响，

在别有用心的他国或不良媒体进一步蛊惑下，其国家认同感

就会产生摇摆甚至转向。相关调查表明，香港青少年对自己

是中国人的认同最低点时至 17.5%，而高点时也不超过 50%。

这种低国家认同也就为某些别有用心、企图扰乱与分裂中国

的国家或群体提供了可乘之机。在香港借各种理由掀起一波

又一波的乱港事件。而一次次事件被利用的主体则是香港的

青少年群体。为提升香港青少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感，从历史、

现实及教材视角分析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现状并提出应对措

施尤为必要。

2 历史视角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学者们对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历次调查显示，香港青

少年的国家认同状况不容乐观。在对香港民众及青少年的国

家认同感的调查数据来看：2005 年，在问题“请问您觉得你

自己是香港人、中国人、还是两者都是”的问题上，自认为“中

国人”的为 31.1%，“两者都是”的有 23.8%。而在 2007 年

的调查中，认同我是中国人仅为 25.3%，认同我是中国的香港

人为 23.3%。（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2008）而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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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人身份与国家认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 18-34 

岁的香港青年中，44.5%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

人”13.1%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也是香港人。”与 1997 年

的调查结果相比，单一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与回归前大体

相近，而“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的双重身份认同也未有

多大增加。[2] 究其成因，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

方面。从历史的视角看，自 1841 年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

虽然第一代受殖民的香港居民有过反抗，但是在被殖民的过

程中，香港经过当地居民的辛勤劳动、营造及英国政府基于

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大量的资金投入、

经营与建设，香港逐渐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渔村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繁华的世界贸易、金融及货物中转中心。身在其中的

居民逐渐淡忘了被殖民的耻辱而适应被殖民的生活，为了赢

得更多利益及迎合香港居民的呼声，英国政府逐渐给予香港

居民越来越多的自决权，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主

人翁意识逐渐地增强。殖民后出生的几代人在英国从教材内

容、公民教育、媒体宣传的刻意的殖民教育下逐渐淡忘了自

己祖先的历史。而在香港回归的 1997 年 7 月 1 日，祖国的大

陆的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与香港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用

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一个被富有家庭自小长期收养且过着安

逸优越生活的青年突然被自己的相对贫穷的父母领回有些难

以适应与欣然接受。也就是说香港的回归是国家间基于历史

契约促进的，而不是香港民众、特别是大部分青少年的自愿

选择或强烈期待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众多的香港民众

眼中，内地人是穷人或乡下人，就如中国上海人把外地人都

看成乡下人相似。但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回归后的香

港仍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自决权，回归对香港政治、经济、

文化的持续沿着原有的轨道前进并没有多大影响，反而由于

香港的重要位置及在国际贸易中重要地位，内陆的快速发展

及内陆民众对香港的向往而给香港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香

港人也乐见大陆发展给香港发展带来的实惠。在内陆不干预

香港经济、政治生活及政府运作时，香港与内陆和谐相处。

但中央政府对香港政治、教育的不干预也潜在地酝酿着“一

国两制”下香港向心力的危机，因为当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

的政治与教育时，留存在香港的英国政客及在香港各行政、

教育机构工作的英国人或忠实的拥护者却在暗地里干预、经

营着香港的政治与教育。与此同时，英国相比中国而言，在

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教育、医疗、生活环境上略显优势，

英国借助这种优势通过给予香港某些精英群体一定数量的“居

英权”。而已被英国许诺给予居英权在香港各政府部门、各

领域潜藏的个体或群体也就成为英国在香港的代言人或意志

体现者，想尽办法扰乱香港，使得香港的新生代在这种经营

的潜在的影响下，在归属感上越来越远离祖国的怀抱。同时，

英美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上潜移默化地施加的长期影响，

在“去中国化”、“美化殖民”、“历史扭曲”、“文化对

立”、“制度曲解”等问题上，可以说是问题重重，暗礁潜藏。

可以想象，一个从小就接受着这种教育熏陶长大的香港年轻

人，又怎么会对祖国产生认同感呢？ [3] 又怎么对大陆同胞热

情得起来？而当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一点而试图管控香港的教

育时却受到被英国长期腐化的各种香港青年群体、社团的抵

制而无法达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应让步，因为每

次让步都会助长这些激进极端群体的嚣张气焰，以后会越来

越难以对香港的教育与文化加以管控。因此，中央政府应该

通过某种方式了解挑起各种抵制及事端的发起人或发起团体，

在对香港司法及教育进行改革时将这些容易挑起事端的人控

制起来，同时以此净化香港的社会风气与政治环境。

3 现实视角下香港青少年认同现状分析

在任何社会中，青少年群体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主因。

即使在中国内陆，如果一个群体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这一

群体可能成为促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近些年来，中国的繁

荣稳定得益于国家对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关照，对于农民群体，

国家出台农田补贴、养老、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村

的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日益提高；对于青年少群体，国家

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在教育、就业、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

方面给予了诸多的关爱与扶持，确保青少年群体不因贫困与

失业而陷入经济与生活的囧境；对于城市居民，各级政府

通过安居房、棚户区改造、积极的就业政策及对因残、因病

致贫群体的关爱使得市民得以安居乐业。这一切确保内陆持

续繁荣与长治久安。而随着内陆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

大批富有群体，这些群体凭借其富足的经济实力不断向中国

一线城市及香港、澳门甚至其他国家移居与渗透，不仅抬高

了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与居民的生活成本，同时也对香港

形成的相应的影响，使得香港在经济收入上处于中下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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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与青少年感受到来自住房、就业及生活成本的压力。在

持续涌入香港的富有内陆人面前，香港本土的居民的优越感

逐渐丧失，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在这种

背景下，香港青少年中酝酿着一股对内陆的怨气与仇视。他

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内陆富有人口众多，而香港又对这些人口

有着不可抗拒诱惑力，这些人的持续涌入对香港本地居民的

生存空间形成持续挤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对香港的

干预不宜从政治层面入手或干预手段不宜过于直接，而应该

通过改善香港居民的生存环境以消除其抵制情绪，通过对极

端青少年社团及群体的依法管制、加强香港青少年与内陆青

少年的交流互动、对非法乱港团体的取缔及投入一定资金使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香港制度改革上有所体现并惠及香港

经济弱势群体，增加香港司法、立法及政府部门委派职员的

数量等一系列措施来减少或殖民时代英国在香港遗留的不良

影响。

同时，由于受英美政治文化中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

部分香港青少年与香港市民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一时

难以消除的抵制情绪。国家应通过制度关爱让青少年感受到

祖国的关爱、温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为香港青少

年的在大陆学习、就业提供便利及一视同仁的关爱。在这次

抗击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战疫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

充分的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在社会重

大突发事件或重大自然灾害来临之时能迅速集中国家全部资

源、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在最短的时间内化解危机。这一切

都应该通过媒体的宣传与事实证明让增强香港青少年对社会

主义制度的认可与接纳。

4 教材视角下香港青少年认同现状分析

最近一段时期香港暴力事件此起彼伏不仅对香港经济及

社会稳定产生了极为不利影响，同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产

生了消极影响，引起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前提下中国香

港治理能力的质疑。面对此种形势，我们不得不反思香港治

理上的哪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当前的局面，毋庸置疑，香港青

少年国家认同的缺失是导致现状的重要原因，国家认同的缺

失源于国家认同教育的缺位。对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每个身

在大陆的人们反思一下自己的国家认同感是怎样形成的，我

们就不难理解国家认同教育的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的

重要性。我们爱国、认同自己的国家是因为我们一想到自己

的国家就想到我们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在阅读中、课堂中甚

至旅游中所了解的祖国的壮美山河，学到中国古诗人意蕴优

美深邃的词句，联想到自己在成长经历中国家对自己的关爱，

这一切都是我们认同国家、爱国家的本初的原因。而这一切

的获得都离不开教材这一重要的载体。“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就会有什么

样的国家和未来。”对此，多位教育专家，学者们也纷纷表

示，香港当前的局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年轻人出了

问题一定是教育出了问题。而导致教育出问题的最直接的原

因就是教材出了问题，试想，儿童心智初定，在他们生活中，

谁关爱、陪伴他们最多，他们就依恋谁，在他们的认知结构

中储存的某地、某景、某物表象最多，他们也就对此注入的

情感与依恋最多。而教材就是让儿童依恋、认同自己的民族、

国家及文化的重要路径。教科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本，教

科书是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

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

很多人都觉得香港人对祖国其他省的同胞存在偏见，但

实际上这种偏见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后天的宣传和教育

所致。然而自从回归以后，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使用

来自祖国的教材，而是自行编纂教材，其间没有来自各方的

监督。目前香港的教材与内地并没有形成“对接”。全国港

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近日在媒体上撰文指出，香港的通识课

教材缺乏监管，通识教育自 2009 年始，各版本课本无须送审。

部分持反对派立场的老师就参与了课本编写工作。 “我们从

一个小例子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

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教授说，由香港龄记出版

有限公司出版的《初中新思维通识单元 2：今日香港》（第二

版）第三章《香港的政治制度》及第四章《法治和社会政治

参与》中，就有这样的内容，为了更具体地解释教学内容，

教材中会出现很多“小泡泡”，这些“小泡泡”是相关人士

对所讲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其中一个“小泡泡”援引了一位“律

师”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就居留权和行政长官产生

办法等进行释法，更出现第五次释法。缺乏监督机制使执行

《基本法》过程易偏向‘一国’多于‘两制’，令我对香港

前景感到悲观！”而另一个“小泡泡”引述了一位怀抱小孩、

愁容满面的“市民”的说法：“中央政府今年常介入香港事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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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令我对‘一国两制’全失信心！长此下去，我会考虑移

民！”香港“通识教育”系列书中用反华政治漫画作教学材料，

用大量篇幅鼓吹“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内地形象。[4] 同

时，在社会读本中也蕴含着各种对大陆讽刺的各种话语。如 

下图：

再如，以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出版的新理念版初中国史教

材《中国历史》为例，香港初中的历史教育在国家认同和国

民身份意识方面，提供给学生的国家认同对象不够鲜明，多

样性明显不足，不利于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构建。对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成果的介绍只是蜻蜓点水。在

讲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时，很多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只

是一笔带过。[5]

总之，香港居民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变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面对新的国民身份，怎样引导他们对祖

国建立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成为香港公民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文化认同程度越大，该社会共

同体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必然越强。民族国家是公民教育的立

足点，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只有首先成为一国之民，然后才

有保障实现自身各方面的权利。而没有文化认同和自省的共

同体，即使它有足够的民主。有丰富的繁荣， 那也只会是一

个没有灵魂和自尊的躯壳。香港只有通过公民教育实现文化

认同，才能为新的繁荣奠定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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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net +” Party Building Work Mode of 
Student Branch ——Taking the Student Party Branch of 
Plant Protection College of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Fengliang Wu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has gradually improv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on contemporary peopl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lear. Party building work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a network perspective, through reasonable network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Party building work, so that not 
only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rk, but also improve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ent Party 
branch of the Plant Protection College of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crete forms and methods of the net-
working of the Party building of the student Party branch, hoping that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will have some reference value. 
　
Keywords
Internet +; smart Party building; working mode 
　
Fund Project
Research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Hebei Province in 2019——Research on “Internet +” Party 
Building Work Mode of Student Branch (Project No.: GXDJ2019A005). 

“互联网 +”学生支部党建工作模式探究——以河北农业大
学植物保护学院学生党支部为例　
吴风亮　

河北农业大学，中国·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水平逐渐提高，此种情况下，网络对于当代人的影响越发鲜明。党建工作应该从网络角度
出发，通过合理网络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开展党建工作，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作质量，而且可以提高效率。论文立足于河
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学生党支部现有建设情况，研究了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网络化的具体形式与方法，希望以下内容的
论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互联网 +；智慧党建；工作模式　
　
基金项目

2019 年河北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互联网 +”学生支部党建工作模式研究（课题编号：GXDJ2019A005）。　

 
1 “互联网 +”学生支部智慧党建概念综述

学生党支部的智慧平台可以说是一个较为全新的理念与

工作模式，该类线上工作平台的产生要得益于网络，以及通

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之所以将其引入到学生党支部建设中是

因为从目前各类“智慧党建”平台的应用情况而言可以很好

的提高学生积极性以及工作效率。

通过分析，论文将党组织顺应时代变迁的具体属性总结

为以下内容：①政治性。智慧党建平台的形成是为了更好的

落实党组织精神、任务以及政策方针，所以具有鲜明的政治

属性。②革命性。在网络以及各类技术的帮助下，党建工作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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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更加规范、公开，这是以往党建工作所不具备的开拓，

这也是革命性的重要表现。除此之外，智慧党建还是一场思

维革命，如何培养参与者的网络思维，对于提高线上办公质

量有着鲜明影响。③融合性。智慧党建平台的出现并非是完

全取代线下办公以及任务，而是借助于网络的便利性，让线

上与线下可以相互结合，共同保证党建工作。

2 “互联网 +”背景下智慧党建模式建构分析

从 2015 年开始，河北农业大学就已经开始应用网络进行

民主评议，这也是网络党建工作的传统模型。但是最初由于

网络环境较差、缺少合理的规划性，导致智慧党建网络系统

建设尚不完整，所以也没有展现出特殊价值。针对此种问题，

学校党支部记性了评议以及数据分析，并结合最终结果确定

改进方法。

当民主评议工作结合的智慧党建平台之后，该校党建工

作更加高效。这主要因为智慧党建平台的功能更加完善，例

如在以往工作中无法进行分析的党群问题可以得到直观展示。

3 “互联网 +”学生支部智慧党建模式的构建

3.1 基于数据、资源、分析和服务的顶层设计

智慧党建与传统工作模式最为鲜明的差距就是前者可以

更加高效完成数据采集、整理以及分析。如图 1 所示，展示

的是智慧党建平台基本框架。

图 1 “互联网 +”学生支部党建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方案

①数据库。是整个设计方案的核心，主要功能是数据采集、

数据整理、数据存储和反馈显示。

②分析端。是整个设计方案的关键，它可以整合各级指

标体系，构建党建驾驶舱，完成实时可视化展现，有效提高

各级党组织在复杂情况下的全局掌控能力。

③资源集。是整个设计方案的扩展，是提高用户度黏性

的重要因素。

④用户群。是整个设计方案的根本，所有的数据、资源

只有反馈到用户群才有价值。针对不同用户群体设立不同权

限，以获取相应的党务基本信息、事件提醒、现状实时显示

和数据分析结论，确保反馈快速、准确、有效，防止信息滞

留和信息泄露。

3.2 以“智慧党建”平台为核心的功能框架

“智慧党建”平台是“互联网 +”学生支部党建工作模

式的重要载体。围绕“智慧党建”平台，搭建基础党务工作平台、

党员教育服务平台、党建测控预警平台和辅助数据支撑平台

（即“3+1”平台），形成“互联网 +”学生支部党建工作模

块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 2 “互联网 +”学生支部党建工作模式的功能模块框架图

①基础党务工作平台和党员教育服务平台是两大基本功

能平台，涵盖党员发展、党员教育、党员服务、党组织管理、

组织生活管理、网上民主评议、活动管理、信息发布、学习

资源库等功能模块，全方位覆盖高校党建工作，逐渐形成“线

上线下”联动统一、有机衔接的工作局面。

②党建测控预警是“智慧党建”平台的核心功能，也是

分析端作用的外在体现。

4 “互联网 +”背景下学生支部智慧党建模式

建构的实践探索

4.1 把握互联网 + 环境下智慧党建的原则

“智慧党建”想要进一步发挥党建作用，提高参与者能

动性与思想水平，就需要坚持工作原则：

①树立“大党建”观念 , 进行统筹设计。虽然党建工作

逐渐转移到网络平台，但是原本应该具备的政治性以及专业

性不能改变。这就要求“大党建”思想参与其中，不仅需要

完成高起点设计，而且需要完成高标准设计，以求构建党建

纵横体，蹭蹭地机完成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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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互联互通、互融互动。智慧党建可以借力于各类先进

设备，完成互联互动，打破传统党建工作时间、地点的限制。

并且随着各类移动终端的普及，上诉规划内容很容易就可以

实现。

③全覆盖、多功能。互联网的普及促使智慧党建可以更

加扩展与广泛，目前，党建可以借助于门户网站或者是社交

软件完成多地区工作的全方位覆盖，让党建工作可以站的高、

打得远，还可以深入基层完成针对服务。

4.2 准确进行“智慧党建”的功能定位

借助于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智慧党建”最终可以

确定的功能模块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①服务功能。服务功能是基础模块，不仅可以完成信息

的实时控制，而且可以阿完成在线交流，这对于扩大党建工

作收益面有着重要意义。

②学习功能。智慧平台具有良好的拓展性与包容性，这

一特点保证了学习资源良好的村粗与流通，让党组织学习可

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③互动功能。智慧平台以网络为基础将会让参与者不断

进行讨论与互动，可以完成线上交流，开展线上团队活动，

加强党员之间的联动性。同时，还开展了多向互动平台，为

党员不仅提供生活平台，而且提供了业务交流平台。

④管理功能。管理作用主要通过注册会员的形式达到目

的，以求可以保证党员干部参与更加合理，调动更加准确。

当然还会包含信息发布以及组织管理等作用。

4.3 培养互联网 + 思维，科学规划党建工作

思维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为。要想让参与的党员干部

正常发挥作用，提高工作准确性与效率，就需要进一步培养

用户网络思维，这样参与者才能应用大数据技术以及网络技

术让日常工作更加便捷，合理联动线上工作与线下工作。除

此之外，耦合思维的培养也十分重要，这是为了让党建工作

可以与其他工作相互连接。当然，在确定正确的工作思想前

提下，还应该保证智慧党建顶层设计合理，不仅需要体现系

统性，而且需要的体现完整性。

4.4 完善智慧党建运行机制

4.4.1 做好智慧党建前期调研准备

运行机制的建立必须做好合理、全面具有拓展性以及应

用价值，所以在运行机制确定前期就需要做好调研工作，通

过记录、总结以及分析各类数据，明确工作基本目标以及实

施方法等内容，要求最终的智慧党建平台可以与线下活动相

互联合，优势互补。

4.4.2 完善智慧党建平台的同步推进机制

协调统一、共同发力是保证党建工作可以进一步推进的

重要因素，这也是智慧党建平台构建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不同单位在进行的党建工作时应该借助于网络技术实现资源

整合与共享，这样就将所有优势力量汇聚于一处，让问题的

解决更加高效与简单。

4.4.3 完善智慧党建的层级管理

层级的出现是为了更加应用工作中各类问题，让问题的

处理可以更加具有针对性，以此确保党建工作更加科学。

4.4.4 完善平台安全保障机制

智慧党建平台的基础是网络，所以网络安全问题必须考

虑在内，建立必要的安全保障机制，让平台可以自我维护，

定期升级。

4.4.5 打造智慧党建立体化平台

首先应该做好智慧党建平台的试点工作，在试点中应该

进一步明确党建工作主体内容以及重点目标，待修改完善之

后在进行推广。

其次还需要做好网络资源的整合，让原本分散、零散杂

乱的信息可以汇总，统一为一个信息系统，这样将互联网与

党建工作之间就可以更加紧密，同时立足于有限电视、互联

网以及移动终形成三位一体的网络平台，“电视 + 电脑 + 手机”

的整体化教育也可以逐渐实现，微博、微信下的远程教育将

会成为主流形式。

最后，网络平台的建立并未将民众抛开，反而为，民众

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民众只要通过网络就可以提出自己的

意见，参与党建部门组织的各项调查活动。

4.4.6 打造“四个党建”新模式 

①智能党建。在网络背景下，党建工作应该做好创新工作，

适当引入新的技术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与工作效率。例如很

多“职能机器人”被加上了机器学习技术，人工智能被很好

的应用在日常工作当中。机器人可以根据用户需求，为其推

送针对性党课，同时，机器人的智能库可以随时更新、随时

存储，让党建一站式服务成为现实。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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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信息党建。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的价值逐渐凸显，

所以智慧党建平台也需要注重信息价值，采用 Mon go DB 中

的 keyvalue 的格式进行党建人员基础信息管理以及组织信息

管理，这样进一步保证了信息的安全性与完整，让党建工作

更加高效。

③数字党建。数字化评价模是智慧党建系统数字特点的

重要体现，系统将会对各个党员信息进行收集，然后应用大

数据技术以及数字技术进行立体化分析，最终得出不同党员

工作情况，对党员完整综合性、全方位评价。

④互动党建。互动党建将会通过“党员论坛”、“评论”、

“点赞”等方式让所有党员可以参与其中，这样线上测试以

及线上竞赛可以更加系统、规范、便捷，这对于提高党员参

与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

5 智慧党建平台应用效果

智慧党建平台通过应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技术等，可以

说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很好的实现了党建工作流程化、党建事

务信息化、党建服务移动化以及完整的党建数据仓，对于提

高党建工作效果，解决传统党建工作复杂化、层级化以及时

间长等问题。同时也为日常党建工作的工作流程提供了信息

化方案。具体而言，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党建一站式服务：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学生党支

部在应用智慧党建的同时，通过增加党建服务以及教育实践，

让党务原有工作流程更加系统与规范化，无论是党员还是其

他参与者，都可以获得最为优秀的服务。

数据驾驶舱：智慧党建平台对于数据的处理可以说是绵

绵聚到，在现阶段的应用阶段，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学生党支部已经可以应用平台完成数据的多维度展示，无论

是数据方差还是数据卡方检验都可以顺利完成，为党支部工

作提供了数据支撑。

智慧党建 AI：尖端智能技术让党员在工作时可以完成人

机交互，这样党员在云服务的同时将会获得更明显的体验。

这要是智慧党建的赋能属性，十分受党员以及民众喜欢。

其他应用效果在此不一一赘述，诸如视频会议，远程监

督以及实时监控等功能都让河北农业大学党支部工作更上一

层楼，并且系统稳定性较高，目前系统尚可以通过自身维护

以及升级，保证各项功能正常运行。

6 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背景下的党建工作应该做好改革与创新，

笔者认为，智慧党建即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从思想角

度而言，应该努力建设智慧网络以及大党建思维，通过进一

步提高党建运作效率，完善党建运作体系，打造一个可应用、

可以创新、可以拓展的党建一体化平台，以求为智慧党建、

立体党建以及阳光党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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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云平台应用到高职教学教育工作中是当前信息发展的必然教育趋势。论文对高职院校教学设计与应用云平台的相关技术进
行了分析与研究，并对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改革展开了相关探究，利用云平台的基础上建设高职教育结构框架，让
云平台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最后分析了云平台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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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云平台是根据大数据、云计算等功能向中国所有教

育机构开放的教学平台。教育云平台的教学方式是教育教学

工作中的一次重大改革和创新，也让教育观念逐渐信息化，

利用该平台可以实现教师教学工作开展、学生互助、资源分享、

师生互动等一体化教学工作。教育云平台为使用者提供了更

加便捷的服务，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任何约束，只要联上网

络就可在电脑或手机客户端进行使用，根据自身学习需求获

取不同的教学资源 [1]。 

2 高职教学云平台应用现状

2.1 轻资源建设，重基础建设

当前大数据时代的快速进步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让云

计算技术得到飞速发展。高职院校的信息化建设也希望通过

智能化推动基础建设和革新。为了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工作、

学生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需要优化基础设备，选用先进的

信息化技术设备，为高职院校的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助力。目

前，中国高职教育工作中所使用的云平台应用技术比较普遍，

对云平台教育技术的模式使用和方式使用都有一定的突破，

这就表明高职院校在云平台教育硬件设施设备的准备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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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充分。可是，对云平台技术方面的资源使用和开发关注

的不够重视 [2]。 

2.2 公共课资源完善，专业课资源不足

高职院校利用云平台来搭建教学模式，主要是利用网络

学习和信息资源库来实现，尤其是针对英语课程和数学课程

等公共课程的教学资源比较完善。利用云平台教学，学生能

够实现自主学习，可是云平台对专业课的资源建设比较缺失，

其中教师对专业课程的教学视频与案例教学的相关资源上传

不够积极，无法充分展现专业课的特点。因此，很多学生和

老师对云平台的使用积极性并不高涨，导致云平台教育的教

学效果不太明显。 

2.3 师生互动和交流不足

利用云平台教学资源展开信息化教学工作，主要是通过

共享课程录像和课程资料等来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教学服务，

这类教学资源主要来自教师的讲解而没有学生的参与和互动。

因此，学生只能对云平台中的教学资源进行点播和学习，直

接导致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太理想，教师也无法对学生的学

习情况进行了解和汇总 [3]。

2.4 云平台的应用存在差异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有较大差异，因此在云平台建设期间，

由于建设费用的投资、各级领导的关注程度和各部门的工作

协调等都让各高职院校的云平台建设工作存在许多差异。一

些发展较好的高职院校对云平台的使用会比较普遍。高职院

校的教师对云平台教育资源的使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部分

教师由于课程安排紧凑，所以无法利用课程时间来进行相应

的改革，而是仍旧沿用传统的课件来完成教学。也有部分教

师无法将教学内容与云平台资源有效结合，实现高效利用。

提高教学的信息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 [4]。 

3 高职院校云平台搭建的意义

3.1 对教学思维的变革

利用大数据资源和云平台教育，可以让高职教育院校的

教学工作发展更贴近社会生活，让学生的学习资源更具多元

化。通常来看，在教学工作中只按照课本上的知识进行教学

讲解，会让很多学生出现厌倦厌学的情绪，这对教学效果的

影响非常严重。因此，教师需要及时更新教学方式，利用现

代化信息技术和平台教学等丰富课堂内容，比如“微课”、

“翻转课堂”等新型的教育教学模式就可运用到教学工作中，

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将学习课程

逐渐变成主动学，从而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 [5]。 

3.2 对教学内容的变革

在传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高职教师往往采用一体化的

教学模式。但是学生的个体差异表现非常明显，这种教学方

式无法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发展和教学需求。利用云平台教学，

教师可通过云平台对学生的课前学习情况进行了解和掌握，

并利用云平台教育测试学生的学习信息，了解学生的预习情

况，从而在课堂上有针对的进行教学讲解。在课堂上，教师

还可利用云平台来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评价学习效果。最

后，教师还可将分析数据进行总结研究，为今后的教学工作

开展提供数据支持。 

3.3 对教学模式的变革

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开展主要利用课堂时间来进行，而

且高职院校的教学工作重心在培养学生技能方面。但是，由

于课程资金和技术条件的不允许，部分技能培训工作只能变

成理论教学。因此学生对部分技能的实践知识缺乏真正的掌

握，利用云平台教学，其中教育教学资源可以实现校内外的

共享和网络资源获取，进而帮助学生完善课程知识。

4 高职教学云平台设计

4.1 云平台的总体设计

首先是方案的设计。云平台设计的核心是服务于学生与

老师，利用云计算技术实现云平台的资源共享和软件使用，

通过互联网的作用让学生可随时随地查阅文献资料、问题探

讨与学习交流。云平台的构建让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又多

了一个渠道，通过云平台构建了一个完善的教育资源共享系

统，该系统包含多个板块，包含资源板块、学习板块、交流板块、

评价板块、教学板块、管理板块等。所以学生可以在云平台

上实现自主学习和交流互动，也可以与老师之间进行问题讨

论，并且该平台便于管理。

其次是总体架构设计。云平台在总体构架设计上的基本

思路大致相同，主要是需要将平台的设计分为三个层次进行

研究完成，在构建云平台时还需要根据学校的相关需求和设

计需要来完善个性化云平台设置。云平台设计的三个层次分

别是 HDFS 文件系统、Web 控制层、数据访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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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云平台功能设计

云平台所需要的功能主要包括六个部分。首先是存储功

能，该平台不仅能够通过传统的硬盘存储的方式进行存储，

还可以通过云存储的方式，将云平台中的教学资源、试题册、

习题册等存储至云端；其次是云盘功能，不论是教师还是学

生，都需要利用自身的申请权限来获得对应大小的云盘空间，

并将自己在教授或是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存储到云盘

内；第三是访问功能，云平台需要同时间满足管理者、学生、

教师等所有人群的数据访问；第四是云桌面功能，希望该平

台可以构建出桌面来完成相应的管理与应用；第五是云笔记

功能，该功能是帮助学生遇到难点、重点和知识点时，及时

将问题传送至云笔记中，教师根据云笔记中的内容及时对学

生的问题进行解答；最后是评价功能，该平台需要对教师的

教学情况开展评价工作，也需要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展评价

工作，用评价来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改善课程教学质量。 

5 高职教学云平台应用

利用云平台教学的教学方式，实现了信息化教学与传统

教学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当代高职院校课程改革的特点。利

用这种混合的教学方式，教师在开展教学内容时可提前布置

教学任务，让学生利用云平台教学实践自主学习和预习。开

展课堂内容时，教师利用云平台开展教学工作，将学生分成

小组的形式分配教学任务，让成员在小组间进行讨论、交流

和相互学习。这种方式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也能让学生在交流过程中做到主动思考和领悟。教学活动结

束后，通过教学任务的完成程度，学生能够清楚认识到自己

在本堂课程所学知识点和技能点的掌握程度。 

5.1 云平台优化教学过程

高职教育工作中，教师使用云平台教学来开展教学工作，

让传统的单向式教学变为了双向式教学，在传统教学工作中

往往是由教师单方面传授知识给学生，而云平台教学可以让

学生实现自主学习和交流学习。通过云平台教学，学生可以

拥有独立的网络学习条件，这种学习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

任何限制，只要在有互联网的条件下就可登录自主学习。另外，

在云平台学习过程中，学生与学生之间也能实现相互交流和

沟通，及时分享各自的学习经验并对某些重难点进行讨论，

教师在其中只充当引导和辅助的角色。在学生遇到学习瓶颈

时给予及时的帮助，从而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良好的

学习氛围，让网络教学平台成为当代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 

5.2 云平台虚拟化实训试验环节

高职院校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通常每

门课程都要求学生进行实战训练，而且每个实战训练的项目

考察内容非常丰富。由于学生的学习情况存在显著差异，教

师需要耗费很多时间来设计考察内容，再加上学校教育资金

和技术的限制，无法让学生的每门课程都能获得丰富的实训

机会。而云平台虚拟化实训实验环节，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

虚拟实验环境和机会，可以让学生利用自身所学知识充分发

挥，因此学生也比较愿意参与到这类教学活动中。 

5.3 云平台记录成长轨迹

云平台的教育工作会伴随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云平台

会记录学生的每次学习成果和交流记录并制成大数据，包括

学生的发言情况、个人作品、讨论情况等都会有所记录，为

学生将来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可靠数据。教师可以利用大数

据来改善教学方式方法，提高自身教育教学水平和能力，学

生则可根据大数据的显示来查找自身在课程学习方面的薄弱

之处，巩固教学技能。 

6 结语

综上所述，将云平台教学运用到高职教学教育工作中是

当前信息化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高职院校中应使用云平台

教学，让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频繁，也让高职院校

由于资金短缺或技术条件限制等带来的实训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云平台教学提高了高职院校的整体建设水平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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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社会互联网信息技术非常发达，并且普及性非常高，所以对于院校进行动画制作教学来讲，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已经
非常的成熟。基础条件的支持，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推动，同时也是高校进行 Flash 动画制作课程教学过程中所必须要面临的
挑战。因此，论文就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 Flash 动画制作教学过程中应用的可行性以及建议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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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基于移动学习与小组合作的翻转课堂实践研究（课题编号：SJJW-KT-2019057）。　

 
1 引言

Flash 动画是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而出

现的一种新兴技术，它主要通过对现实存在的物体进行模拟，

从而达到进行动画制作的有效工具。其不光应用于动画制作，

同时涉及到动画的医学与教育，军事和娱乐等领域均有三维

动画制作技术的应用。而在传统课堂当中，对于动画制作的

教学只是进行基本操作技能以及理论知识的传授，并没有实

践技能的教学，所以学生的兴趣性非常低。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则可以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主动性。

2 翻转课堂教学特点

2.1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意义

所谓的翻转课堂并不是指空间上的课堂的翻转，而是指

时间上的将教学过程中课堂内外的时间进行重新调整。这个

过程是增加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主导以及决定权的主要体

现。这种主导性质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学生对于课堂学习内

容以及学习方式的主导性，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想法以及兴

趣来进行课程内容的建议，并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从旁

作为辅导者的角色存在，只有当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教师

才会对学生进行指导与讲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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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点

这种转变对于大多数传统教师来讲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因为这意味着教师的主导性地位会大大降低，学生渐渐决定

教学过程中的相关教学内容的学习，甚至是课后自主学习以

及锻炼的内容。而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则只是通过参与

的方式来向学生们进行讲授，同时针对学生在实际学习以及

课后练习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来进行解决。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主要是为了使学生们能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通过实践来

进行学习，而且这种教学模式对于拥有不同技术水平以及不

同学习能力的学生来讲，也能够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因为

可以根据自身的接受能力以及基础水平来选择课业内容和实

践内容，所以同样能够得到锻炼。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不止进行基础知识的讲授，同时最主

要的是要进行实践教学内容的讲授，同时进行实践操作，这

也是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所占比重以及教学时长最多的教

学内容。这就是反转课堂教学模式同传统的教学模式最主要

的区别，重视时间操作以及时间锻炼，通过这种时间操作模

式来提高学生在面对问题时的自主解决能力，增强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创新性，能够自主的对感兴趣的问题进

行钻研并且分析，在之后提出自己的解决思路和方法。而且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提倡进行团队化的操作以及学习，所以

在团队模式下能够更好的进行互相的思想碰撞，对动画制作

这种实践性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要求特别高的课程来讲是非常

适合的 [2]。

3 传统动画制作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3.1 教学方式落后且单一

在传统的动画制作教学过程中，课堂以及理论讲解占据

了该课程的大部分时间在实际知识讲解过程中，是主要通过

语言以及行为将需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来进行传授，而在这

个过程中，对于实践操作能力以及经验很高的计算机基本操

作也是通过书面来传达的，这种知识传授的方式效率非常低，

而且学生因为没有实物并且进行操作，所以真正的体验感也

不是特别高，实践能力就得不到增长。而且因为这种学习氛

围以及学习模式非常的单调且枯燥，所以在后续的学习过程

中，这种影响会不断存在并且不断循环，形成恶性循环，导

致教学质量难以提升，甚至是下降 [3]。

3.2 问题反馈与解决难

因为传统的 Flash 动画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来开展实际

教学内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往往是作为被动接受

的主体来接受由教师所传授的知识。而课堂时间有限，所以

在教师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将需要传授的理论知识优先向学

生们进行讲解，而对于需要时间操作能力提升的实践课程，

则往往会拖延到课后来进行。而客户进行，因为已经不属于

教师的教学时间范围，所以学生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能够

及时的得到反馈与解决，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不会得到提升。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学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技能提升，

所以其自身对于知识学习的兴趣也不会增加，久而久之甚至

会产生厌烦的感觉，导致后续的学习更加困难。

3.3 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受到压制

对于 Flash 动画教学来讲，需要学生们拥有极强的创造性

与主动性，这样才能够使其热爱这门课程，并且在这门课程

学习过程中掌握真正的技能。但是通过对传统的动画制作教

学模式进行研究，能够发现因为理论知识传授的占比非常大，

所以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习过程中非常的枯燥，注意力也非常

容易分散，久而久之学习效率就会大大降低。而且因为教授

的学生其基础水平不同，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

普适性的教学方法，对于那些接受能力不强的学生来讲是非

常不利的。而且在课后学习过程中，因为动画制作需要通过

大量的时间来进行练习，所以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所留给学生

进行课后练习的时间也不多，实际的教学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教学质量以及效果就不是很好 [4]。

4 Flash 动画制作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建议

4.1 基于计算机平台的资源优化整合

资源的优化整合所指的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使用

到的教学资源以及教学素材，需要在计算机平台上进行全面

的整合，这个过程是需要由教师与学生共同来进行的。传统

的教学模式下是由教师进行主导，独自进行素材的收集以及

资源的整合，然后在课堂上呈现出来，针对于学生的兴趣点

捕捉的不足。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则是借助平台来增加学生与

教师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来捕捉到学生的更多兴趣点，

就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教学素材的收集与整合，能够更好的

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及兴趣点来进行课程以及内容的编



19

研究性文章
Article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03

排。而且通过线上平台也能够更好的将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时的进行反馈以及沟通，教师能够及时的

对学生进行解答，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 [5]。

4.2 突破传统的师生互动

在过去的动画制作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

导，可以说是教师的一言堂，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只能是

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课堂的实际参与率非常低。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改善这个现状，所以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应该打破传统界限，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

主要体现在学生可以参与到教师的备课环节当中，在教师实

际备课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内容也备课，

并且将自己的备课内容与教师进行共享和分享。而对于一些

好的备课内容，或者是能够对教师备课内容进行补充的，教

师也应当充分认可，并且可以在课堂上进行表扬，并且面向

学生进行展示，增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这种不断的有

效互动，既能够保证学生全部参与进来，提高创造性以及设

计性，而且教师也能够在与学生不断互动过程中，针对现有

的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方法进行改进，更好地适应当下的学生。

4.3 模块化教学模式

模块化教学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动画制作教学过程中

学生的基础水平以及接受能力不同。因为学生的基础水平以

及能力并不相同，所以在实际学习过程中朴实化的教学内容

对于部分学生来讲并不适合，所以在动画制作教学过程中，

可以对现有的动画制作工作，岗位需求以及工作内容进行分

析，然后将企业分割成不同的板块，让学生来进行选择。学

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模块进行深度的学习，而对于一些其他

学生并不感兴趣或是接受能力较差的学习内容，则可以进行

简单的了解，在实际学习过程中仍以自己感兴趣的为主，从

而发挥最大的优势。这种培养模式能够极大程度的通过对学

生优势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的自信心，

使学生在不断学习过程中更加自信，而且更加主动 [6]。

4.4 增强实践操作

对于依托于计算机平台所进行的动画制作教学工作来讲，

实践性教学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实

践教学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通过计算机应用来进行应

用性以及实践性课程，使学生在不断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够

更好的面对问题，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且因为相比

较于枯燥的课堂理论知识学习，所以学生的积极性会得到不

断的提升，在不断进行问题分析与改进的过程中，学生的主

动性以及创造性也将得到提升。对于学生来讲，最终还是要

进入社会进行工作，所以应该依托于现有的计算机网络平台

来对当下动画制作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以及实际工作任务和

内容进行全面的剖析，使学生能够了解当下形式，打破时间

与空间的限制，提高其应对未来工作的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 Flash 动画制作教学过程中，依托于现在

的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应当将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增

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增加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提升课程教学的实际

效果以及质量。理论方法与实践应当并行在现有的环境下，

应当不断针对动画制作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不能够止步于前，

应当放远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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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ampus bullying incidents are common and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life, and campus bullying has also become a hot 
issue on the Internet, causing attention and thinking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ore studies on bullying on cam-
pus. Scholars also give different views on what campus bullying i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f a student is subjected to aggressive 
behavio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hysical or verbal aggression during the principal’s term, then the student suffers from bullying 
on campus. The survey found that about 22 percent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ere bullied or abused by their classmates, and the num-
be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not small. Therefore, confronting and solving the bullying behavior on campu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campu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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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初中校园霸凌情况调查及状况分析　
王建智　张洋　刘志远　

河北省沧州市第八中学，中国·河北 沧州 061000　

摘　要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在生活中屡见不鲜而程度日益严重，校园欺凌也由此成为网络热点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和思考，
同时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也更多。对于何谓校园欺凌，学者们也给出了不同观点。一般人们认为，若一个学生在校长期被施
以包括但不限于肢体或语言攻击的行为，那么这个学生就遭遇了校园欺凌。而调查发现，中国小学校园里约有 22% 的孩子曾
经被同学欺凌或者对他人施暴，中学生的施暴人数也不在少数。因而直面并解决校园欺凌行为逐渐成了校园建设中极其重要
的一笔。　
　
关键词

校园霸凌；调查；心理健康　
　
基金项目

利用心理干预预防城市初中生校园欺凌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1801034）。　

 
1 引言

校园欺凌本身是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不正常的存在。

与其他国家比，中国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较晚。Solvig Ekblad 

于 1990 年 12 月 17 日公布了对中国北京市某个小学六年级

267 名小学生中欺凌和被欺凌者发生率的调研结果。他认为虽

然中国社会反对攻击行为及控制攻击的力量很强，但在学龄

儿童中欺凌他人的行为和被欺凌者仍屡见不鲜 [1]。而欺凌事

件中受伤害最大的当然是被欺凌者：长期的欺凌会使被欺凌

者产生消极、自卑的负面的情绪，甚至严重的会导致抑郁及

其他心理方面的疾病。 

2 校园欺凌情况的现状

2002 年，中国学者陈世平和乐国安对天津八所中小学调

研结果显示，小学生中经常被欺凌的比率为 20.3%，每周至少

一次被欺负的比率为 7.2%；初中生相关数据分别为 11.8%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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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高中生为 4.0% 与 1.5%[2]。

而我们的调查，恰好就是初中，属于学龄儿童的“中间

部分”。

学生在校的人际互动有三个维度，也就构成了学生相应

的三类行为倾向，即欺凌他人，被欺凌以及以合作、认同的

方式参与互动。因为合作认同行为可有多重含义，故后者还

可分为协同霸凌者、煽风点火者和保护者、旁观者 [3]。

在调查中，我们正是从霸凌者、受欺者及旁观者等三

个角度对我校校园欺凌的现状、起因、相关心理因素、学生

的应对方法以及心理干预对于降低校园霸凌的有效性进行了

分析。

通过发放的问卷数据统计，再结合对本校相关职能部门

的教师及班主任、学生的访谈，七年级遇到欺凌的现象略多

于八年级。男女生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欺凌行为本身，男

生类型大多倾向于诸如辱骂殴打之类的方式攻击弱者，女生

基本上以言语欺凌为主，肢体欺凌较少。在校园欺凌和心理

教育方面的关系来看，只有极少的同学愿意在遭遇霸凌后和

班主任或者心理老师沟通同时学生对校园霸凌和心理直接的

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学校七年级 95% 的学生都对“校园霸凌”的现象有一定

的认知，有大概 3% 的学生承认自己参与过程度较轻的霸凌事

件。霸凌事件发生后，相当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忍耐，也有个

别向老师反映或者寻求同学帮助的情况。

大部分学生认为学生受霸凌和他本身的心理行为和性格

特征相关，同时认为霸凌会造成受害者的心理问题。

在问卷中我们也试图探究霸凌现象多寡和学校进行心理

干预行为的关系，并发现本校欺凌事件少的原因除了学校监

管力度大以外，还有学校对学生心理教育的重视。 

以下是对本校欺凌现象较少的情况进行的分析。

2.1 学校监管功不可没

学校对学生的监督基本到位。聘用了大量的社工安全员，

下课铃响之前的三分钟，所有安全员全部到位，每人负责一

条楼道，在不干扰学生正常活动的前提下，对学生间出现的

问题进行干预，处理不了的会直接通知班主任。

不只是安全员，政教处老师也有巡逻任务。本校有餐厅，

一到饭点儿就到餐厅值班维持秩序。

课间时间和吃饭时间被认为是最容易发生霸凌的时间。

学校对这两大时间段的关注，可以说从很大程度上预防了欺

凌的产生。

2.2 重视学生德育教育 

中考的指挥棒下，很多学校都是重智轻德，用学生成绩

量化教师成绩，却缺乏对德育工作的重视。然而我们知道，

霸凌的发生和学生的德育素质低下有着很大的关联。 

学校除了正常的思想品德课之外，还会定期开展学生德

育教育主题研讨会，或者利用班主任经验交流会等反思在德

育教育方面的不足，汲取成功的经验并实施在之后的德育工

作中。

大多数班主任能从赏识教育的角度出发，及时发现问题

学生的优点，并利用优点为其安排适当的职务，以增加学生

的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对学生也是一种鼓励和督促，从而

减少学生违纪行为发生的几率。

2.3 心理教育对学生的积极影响

学校的心理教育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有一定的效果。

调查问卷显示，有超过 90% 的学生知道学校有专门的心

理咨询室，供同学们咨询；接近 97% 的学生认为学校加强心

理教育会降低校园霸凌的发生；有 85% 的学生认为学校如果

开展校园霸凌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会对大多数同学有

正向的帮助。

学校为七八年级设置有专门的心理课，在心理课上老师

会根据学期特点，对孩子们的交往进行适度的指导，也会告

诉孩子们如何面对自身的问题，如何宽容待人以及如何应对

别人的挑衅等。

同时学校也会有一些访谈、绘画和沙盘等活动帮助学生

体察自己的内心，进行相应的舒缓和释放。

3 校园欺凌预防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看到部门校园欺凌预防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

不得不承认，关于校园欺凌预防和治理还未真正形成可以推

而广之的一套完整有效的模式。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3.1 监管有出现死角

很多校园面积大，学生数量多，是名副其实的“超级中

学”。这就给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调查中我们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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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现象并不是没有，在一些看不过来的地方，伤害难以避

免的在发生。虽然摄像头能够弥补一些监管人员不够的缺陷，

可也往往是作为事后的证据，不能第一时间杜绝事情的发生。

3.2 学校德育工作和家庭教育之间的矛盾

Bowlby 认为，在出生前几年，照顾者与儿童间的亲子依

恋及亲子间互动模式会内化成为儿童人际交往的内部工作模

式 [4] 在相关研究里，在童年早期有着“非安全型依恋”和家

庭虐待史的孩子比其他同龄人更易成为被霸凌者。有安全依

恋的哥哥姐姐，更容易有安慰、照顾弟弟妹妹的行为，若新

生儿与妈妈建立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则他们在以后的手足交

往中更易出现攻击行为 [5]。

我们的问卷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有 27% 的学生承认，

他们在被父母斥责后更容易产生欺负其他人的想法；有 35%

的学生认为在家里经常被父母打骂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容

易欺凌别人。

当然更极端的是一些家长本身就信奉“以暴制暴”，同

学之间的一些小矛盾，被家长放大，他们教给孩子用攻击的

行为来保护自己。并因此和学校产生矛盾。

3.3 心理干预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

学校在心理教育方面是有一定努力的，但是也不得不指

出，这种努力还停留在简单的普及上。针对性的内容并不多。

在调查中，只有 33% 的学生愿意去找心理老师进行心理

咨询，而真正去做咨询的学生不足 1%；学生似乎认可心理干

预对于校园霸凌乃至其他成长中的问题的作用，但是当提到

参加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的时候，只有 40% 的学生表示愿意参

加并认真听讲。

各项活动的开展没有形成规律，很多时候更像是老师的

心血来潮。这样的心理干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

4 关于校园欺凌预防的一些思索建议

4.1 积极发动群众

在霸凌事件中，存在着数量不少的旁观者。他们的态度

尤为关键。在一项俄罗斯校园霸凌问题调查中，被问到“如

果霸凌发生，你将会采取什么做法”时，4500 名中学生有

59.7％的学生回答会旁观事态发展；23.4％装没看到；向老师

求助者只占 28.1％；仅有 14.7％的同学表示会立刻站出制止 [6]。

而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学校教育指导下，即便不能挺

身而出，也要对事情的性质有个正确的判断，及时的报告老师。

这样我们的校园环境就会得到净化，霸凌事件也就没有了生

存的条件。

4.2 加强校园安全教育 

调查中还发现，也有部分同学对校园霸凌分辨不出或者

认识不足。这就需要学校进行更好的校园安全教育，主要包

括以下几方面： 

4.2.1 法制教育 

学校可以开展一些以校园欺凌为内容的专题活动，开展

品德、心理和安全教育，完善法制教育。可以在相关部门的

协调下邀请公检法等人士进行法制讲座，例如学校暴力事件

的案例分析、校园欺凌行为的性质、构成犯罪的前提等，帮

助学生树立法制观念，了解校园暴力事件的法律后果，从而

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4.2.2 生命教育 

中国大环境下，似乎不是那么重视生命教育。而生命教

育的缺失是校园欺凌行为的一大诱因。对儿童进行生命教育

的意义在于使其明确生命的宝贵，体验生命的真谛，珍惜并

尊重生命，培养其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2.3 自我保护教育 

针对容易遭受霸凌的同学，我们要对学生进行自我保护

教育。要使学生明白面临险境时如何自救，要将自救技巧纳

入课程中，包括简单的急救技巧和防身技能。同时，还要教

孩子识别潜在的危险因素。 

4.2.4 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应健全心理咨询室，聘用专业的心理老师，充分发

挥心理健康课堂的优势。利用科学的内容和有趣的讲授方法，

消除儿童对心理咨询存在的误区，引导他们将自己的心事倾

诉出来。

建议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全面的开展沙盘，绘画等

相应心理疗愈方面的活动。体察学生背后存在的问题，培养

其情绪的控制力、心理承受力等，使学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形成成熟心理干预的模式，让每一届学生，无论是有施

暴倾向的还是被霸凌倾向的孩子，都能在心理干预下，成为

更好的自己。

4.2.5 建立欺凌识别机制 

建立欺凌识别机制不仅仅加强了学校教师及管理人员对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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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问题的重视，也可以更好的规避一些恶性事件的发

生。比如可以设立校长热线，也可以公布校长邮箱，或者班

主任邮箱，或者设立校园 110 预警电话，设立“校内外联动”

预警信息监测等方式，维护校园正常秩序，鼓励孩子们匿名

举报霸凌行为，并建立对应的霸欺凌档案，着重关注被举报

的学生。 

同时，学校也应该关注所谓的“问题学生”，包括单亲儿童、

留守儿童、隔代养育儿童及行为异常的学生等，可以为这些“问

题儿童”建立档案，深入了解其家庭环境及教养方式，发现

其不良习惯或学习、人际交往方面的障碍，并进行积极干预。 

5 结语 

近段时间，电影《少年的你》热映，一时间，关于校园

欺凌的话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个关于欺凌、陪伴、理解、

救赎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思索。

校园，本来应该是孩子们的伊甸园，她应该是一方净土，

是文明的殿堂。然而欺凌和暴力事件却给宁静的校园蒙上了

一层阴影，给学生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这个故事让很多把“校园霸凌”简单理解成“小孩子打架”

的老师和家长开始正视校园霸凌，同时也提示我们，家长和

老师对校园欺凌不正确的认识和缺乏有效手段在某种程度上

给校园霸凌的发生提供了温床。而我们的孩子就在这样细菌

滋生的地方伤害和被伤害着。

在论文研究中，尽管提前说明了是不记名填写问卷，但

还是存在某些答案过分“理想化”的情况，这其实说明了学

生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处境在问卷中体现，是担心、恐惧？

还是觉得说了也没有用？

另外，关于心理干预方面对校园霸凌的影响，应该是我

们接下来一个研究的主流方向，问卷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浮光

掠影，有待进一步的去设计研究。

因此，问卷调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

我们还打算辅以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更实际接触的方法，

来弥补问卷的局限。 

综上所述，如何在现有模式和技术的支持下，以预防霸

凌方式为基础，以心理干预为主要手段，探索出更加有效的

防治校园霸凌事件的方法，还需要我们更多地实践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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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and Guidance Strategy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and Teaching Physic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Shengming Li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500, China 

Abstract
Physics is an experiment-based discipline. Practice teach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e and inno-
vation ability. As early as 1992,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for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has been put forwar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fficiency and results of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Although there had been relevant experimental ex-
ploration at that time, but up to now, the exploration of high school teaching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is still on the way.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hysics teaching? How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physics learning? How to make it easier for teachers to prepare 
lessons? Based on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combining the second classroom with 
the design and guidance of teaching physic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re seems to be no grea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econd classroom” 
and “teaching at different levels”, but there can be countless connections in practice.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and “teaching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analysis of their 
experimental results, so as to build a new high school physical practice teaching mod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high 
school physical practice teaching, and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Keywords
the second classroom; physics teaching at senior high schools; teaching at different levels; design and guidance 

高中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指导策略研究　
李升明　

西华师范大学，中国·四川 南充 637500　

摘　要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早在 1992 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了第
二课堂对于高中物理教学的重要性，其对于高中物理教学的效率与成果起着重大作用。虽然当时已经有了相关的实验探究，
但是截止目前，第二课堂对于高中教学的探究仍然在路上。如何提高物理教学效率？如何增强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如何让
教师上课、备课更轻松？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论文创新地提出将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业设计和指导相结合的策略进行高
中物理的高效教学方式。“第二课堂”与“分层作业”看似没有很大的联系，但是实际却可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论文首先
着重对二者进行理论分析，进而对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其的实验结果分析，从而构建新的高中物理实践教学模式，以
促进高中物理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　
　
关键词

第二课堂；高中物理教学；分层作业；设计与指导　

 
1 引言

早在 1992 年，杨安孙先生就在《对高中物理教学开展第

二课堂的探讨》一文中就已经指出了高中第二课堂对物理教

学的时间与探讨。到现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学难度

进一步增大，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和老师的教学要求进一步提

高。为了充分适应时代的变迁，我们的教学方法不能一成不变，

我们的教学思想不能止步不前。在充分了解新思想、新做法

的基础之上，应当适当的加以创新，走出更适合老师教学，

学生学习的新思想道路。

1.1 当前第二课堂的开展

对于第二课堂，我们在新闻媒体、期刊、书籍等文献资

料中认识的第二课堂都是：课外活动课。但是实实在在的第

二课堂我们是否可以不要局限于第二课堂？在教师的潜意识

里。第二课堂是不需要向讲授课堂那样精心备课的；很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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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潜意识中也认为第二课堂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

课，然后去玩玩就行了。这是我们目前的第二课堂的教育教

学模式，的确这样的模式也取得了非常显著成就，也让学生

长成了参天大树。但是在新课改背景下的今天，这样的第二

课堂开展方式是不是最好的教学模式，还有待我们去探索。

现今的第二课堂的开设对于一部分学校来说，还不是很

到位的，就笔者自己，在上高中的时候（2013-2016）年，所

在的高中开展的第二课堂无非就是课外体育活动，跑操、打球、

文艺汇演。老师对于将高考所在的学科与第二课堂相结合起

来的几乎没有。

论文在高二理科学生中调查发现，有近八成的学生不了

解第二课堂，根本不知道第二课堂是什么。但是物理又是以

实践为基础的学科；物理实验、物理探究活动更是少之又少；

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第二课堂联系起来的根本没有。从某种

意义上说将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指导相结合的

思想几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1.2 第二课堂的意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第二课堂又是学生学习良好的兴趣

激发点，但是在中国当下以讲授法为主要教学手法的大环境下，

即以考试成绩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的方针中，许多物理教师

一贯的认为只要多练题，就一定会考高分。而且学生的学习兴

趣需要学生自己去找，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不少学生对学习

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平时上课的方式方法，以及学生

对老师的喜爱感。然而第二课堂又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一方面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又可以提升老师在学生心

目中的地位，这样更加有利于老师的课堂教学。

但是在调查中发现理科学生对物理这一学科的喜爱程度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理想；调查结果如下图，在调查学生中，

有 19.21% 的学生是“最不喜欢”物理这一门学科。各学科学

生“最不喜爱学科”人数分布图如下：

18.05%

7.41%

24.31%19.21%

18.05%

12.27%

学生“最不喜欢”科目分布图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在学生心目之中，最不喜欢物理的

人数仅次于英语学科。因此如何提高学生对物理的学习兴趣

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况且是对于物理这种以实验为

基础的学科，显得尤为重要。学生对学习要有兴趣，一方面

在于老师的教学教法，但是老师的教学教法仍然可以从第二

课堂的活动之中，让学生树立对老师良好的认同感，增加老

师与学生沟通与交流的机会与时间，让学生充分了解老师，

也进一步让老师了解学生。

1.3 分层教学的现状

“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兴趣、习惯、方法、理解能力等

也不同，因此，在教学中就不能以相同的要求和方法对待学生，

而要将学生分层不同的层次进行教学。分层教学打破了传统

物理‘一刀切’的教学模式，更注意从学生的角度来设计教

学，坚持‘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原则，逐渐消除两级分化，

避免传统的‘优生吃不饱，后进生吃不消’现象，这样才能

真正的有利于学生的发展。”[1]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分层教学，

在一个学校中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将不同的学生分在不同

层次的班级之中，从而形成一层次、二层次等不同层次的班

级，但是在班级内仍然是“一刀切”的教学模式，班级中仍

然存在“优生吃不饱，后进生吃不消”现象，班级内的教学

忽略了在班级内对学生班级学生的分层指导与课时作业的分

层设计。

1.4 第二课堂与分层作业设计与指导相结合的重要性

就拿笔者实习时所调查的中学来说，高二物理单科的踩

线生（40-61 分）达到了高二理科总人数的 44.75%，调查样

本总数 433 个，其中 40-61 分数段个体总数 193，调查成绩

为学生调查时，学生自主对本学期学习的平均成绩的一个总

和。所调查学生整体的分布情况如下图：

0—39分
3%

40—51分
18%

52—61分
27%62—71分

23%

72—81分
21%

82—91分
8%

92—100分
0%

分段成绩人数分布图

而对于这一部分学生的成绩可上可下，考试成绩不稳定，

从而导致学校总的上线率波动较大，一方面不利于教研组对

整体学生学习大环境的调控，另一方面导致学生整体的上线

率波动较大，另外更重要的是对于踩线的这一部分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影大。将第二课堂与分层作业设计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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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学生的学

习动力。分层作业设计与指导，可以让学生的学业时间利用

的更加充分。成绩良好的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自我消化

和自我学习，成绩有待上进的学生又不至于因为作业难度太

大而产生焦虑情绪，同时也可以找到学习的成就感。从而有

效的解决“优生吃不饱，后进生吃不消”这样的问题。

2 第二课堂

2.1 第二课堂的现状

正如绪论中所阐述的第二课堂一样，当前大环境下的第

二课堂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课程改革已经迭代了好几

次了，但是目前仍然延用八九十年代所提的第二课堂的概念。

老套的概念跟不上学校大环境的发展，因此应该使用更加新

颖的方法去适应前卫的教学。

第二课堂不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而是一个几乎没有在

真正意义上实实在在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因为教师认为浪费

时间，还没有做题来的实在，因此老师对于第二课堂的“备课”

也是马马虎虎；学生认为浪费时间，还没有直接听老师讲课、

做题有用，因此也不愿意更多的参与第二课堂的活动。

2.2 第二课堂的发展

经过多年时间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第二课堂已经在老

师心目形成定式思维了，就是带学生多参加活动，多看看一

些物理现象等。这的确没错，但是这却是第二课堂发展的一

个误区；虽然第二课堂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

是不可否认在许多学校中，第二课堂的开展并没有达到其开

设这门课程的初衷。

2.3 第二课堂的创新实践

论文提出的第二课堂的创新模式，运用全新的概念践行

全新的课堂。以笔者在实习中学高二 S 班和高二 N 班。

在第二课堂的实践教学中，不是单纯的让学生参与物理

第二课堂的活动，而是在一次活动中融入课本上的物理思想

与方法，让学生感受到物理的奇妙。譬如：笔者在第二课堂

活动中，用班会课的时间带领学生学习航空航天模型中“纸

飞机（P5M-32）”的飞行与原理（因为试点学校的第二课堂

活动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并在活动中融入许多的物理思

想。力学部分：纸飞机是怎么飞行起来的，会复习到之前学

习过的知识—伯努利原理；纸飞机的重心该怎么找？会学习

到人教版高中物理必修 1 第二章第一节：《重力》这一部分

的内容，纸飞机的重心应该怎么找？为什么飞机能飞上天？

这些都与《重力》这一节的内容有关。纸飞机飞行时的受力

分析应该怎么画？ [2] 因为受力分析在高中力学部分就是一个

重难点，用实物展示更加清晰、直观的帮助学生理解；飞机

是怎么转弯的，在说了受力分析之后，又可以引出流体压强

与流速的关系来帮助学生思考。而且飞机的远程控制部分又

可以将学生学习的人教版选修 3-4 第三章：《电磁震荡、电

磁波》部分的知识点应用起来，遥控器是怎么控制油门的，

舵机又是怎么被遥控器控制的，遥控器的每一个通道又代表

着什么意思？学生最关心的问题，飞机能控制多远，又可以

引出电磁波的频率相关的知识，以及对电磁波谱图的复习 [3]。

动力设备方面又可以让学生联系直流电路、闭合电路欧姆定

律、焦耳热、电功率、热功率、功能关系、能量转换、电动

机效率等相关知识的学习。电机提供动力，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电机发热，证明有焦耳热产生；电池发热，证明电池有内阻

而发热；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的运动状态又可以为学生建立运

动学的相关结构模型，帮助学生解题等。

在课堂活动中让学生们充分感受到物理世界的奇趣，同

时灌输其相关的物理实验、物理想象与物理思维。在最大程

度上引起学生对学习物理的兴趣，激发学生对物理情景的思

考与应用；同时开拓学生的眼界。

3 分层作业设计与指导

3.1 现状分析

分层教学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许多学校与地区都

是实行的班级分层教学，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将学生编排

进入不同层次的班级进行教学。站在全校的高度上，经最大

努力保证教育的公平。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物理“一刀切”的

教学模式，更注意从学生的角度来设计教学，坚持“因材施

教，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渐消除两级分化，避免传统的“优

生吃不饱，后进生吃不消”现象。但是在班级教学中仍然是“一

刀切”；但是班级分层教学又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班级教

学进度怎么统一？学生之间是否会存在不利因素 [4] ？

3.2 学生对分层作业的看法

在调查的 432 个有效样本中，非常愿意接受分层作业开

展的学生总人数有 98 人，占样本总数的 22.69%，非常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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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愿接受分层作业的学生总数仅仅为 40 人，占样本总数的

9.26%。具体调查结果如下表分布：

98
131

163

20 20

22.69%

30.32%

37.73%

4.63% 4.63%
0

50

100

150

200

非常愿意 愿意 都可以 不愿意 非常不愿意

学生对分层作业的认可程度分布表

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也非常愿意接受分层作业的设置，

并且愿意接受物理分层作业布置。这可以为分层作业的开展

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至于学生非常的不理解与反感分层

作业的设置，有良好的学生基础才是开展一个新的教育教学

模式所必要的开端。同时这也说明现在的学生渴望老师对自

己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3.3 分层作业设计

在班级内的教学不能做到分层教学，那么是否可以在学

生作业中进行分层？这也是论文探讨的核心：高中第二课堂

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指导策略研究。创新的在班级内进

行作业的分层设计，尽最大程度的在班级内杜绝“优生吃不饱，

后进生吃不消”的现象。

分层作业设计与指导，在同等的教学环境下，因为学生

的个体差异，以及听课的效率问题等，导致学生个体成绩的

差异化。分层作业设计：根据班级内不同学生的学习状态制

定不同的作业目标。但是分层作业设计主要针对班级内的踩

线生而设计的，因为踩线生的基础不是很牢靠，很多知识点

比较薄弱，如果一刀切的话，在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同时，踩

线生可能就会出现吃不消的现象。从而让踩线生的物理学习

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物理题难度较大，做物理作业就非

常花时间，甚至有些题根本没法作答，导致作业做不完，从

而牵连其他学科没时间完成作业，认为都是物理的锅，然后

就把物理作业最后做，然而到最后根本没有时间，有的就胡

乱的写，根本不思考，有的干脆就直接抄作业。所学的内容

根本没有掌握；最后导致物理成绩不好。出现因为物理成绩

不好，所以学不好物理，然后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导致

物理成绩越来越不理想。

3.4 怎么分层作业设计

成绩优异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需要的不是作业的

指导，而是平时的课堂教学。更多的是需要对踩线生进行重

点关注，进行科学有意义分层作业设计。在分层作业的分层

设计中，一方面是按照传统的学校班级分层缩小化，但是这

样在班级中推行并不切实际。因此论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分

层作业设计与指导方法：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

指导策略。

将作业分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起来，不单纯的是分层作

业，更重要的是作业的设计与指导，在第二课堂的设计中与

实施中寻找班级作业的分层设计与指导策略。将二者有机的

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整体。

4 第二课堂与分层作业相结合

4.1 第二课堂新模式

第二课堂与分层作业相结合是为了构建新的高中物理实

践教学模式，以促进高中物理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提升高

中的教育教学质量。但是不少学校以及不少老师都对第二课

堂的作用和意义都理解的不够深入，以至于在调查过程中有

不少的学生会发出一些问题：老师，什么是第二课堂？第二

课堂就是补课吗？ 当学生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足以看出

学生对于第二课堂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应该加强第二

课堂的建设与实施。

同时，第二课堂与分层作业的设计相结合，可以充分的

利用二者的优势，以帮助踩线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回自信、

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物理的方法，从而有效的从自己的角度

提高物理成绩，做到有自信有信心主动地学习物理，而不是

一味的为学习物理而学习物理。第二课堂是为了学习物理提

供足够的兴趣，从生活中去认识物理，分层作业是为了让踩

线生能够将题做正确，让自己有信心做物理题，而不是一拿

到题就觉得难、 没法着手做题。第二课堂的开展主要是为了

培养学生的物理思维，具有一定空间想象了，积累更多的物

理情境，从而提高学生解题时对问题的情景转换能力。

例如：笔者在实习中学进行的实验，笔者实习是所带的

两个班中，分别都进行了第二课堂与分层作业相结合的课后

作业设计与指导模式。与其他的班级对比明显，在为期一个

半月的实验之中，两个实验班踩线生的成绩都有了较大的提

升，相对与其他同层次的对比班级而言，综合上线率有了进

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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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二课堂实验教学

4.2.1 力学部分

实验中主要是对高中物理必修一《力学》[5] 部分进行了

较为系统的实验：

笔者将受力分析、运动的合成与分解、重力、推力等物

理知识点结合在了对航空航天模型的观摩学习与体验学习之

中。通过对航空航天模型“电动纸飞机”的飞行表演和自己

的飞行体验，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然后在一步一步的将之

前所设计好的关于必修一的知识点结合在此次第二课堂的活

动中，让学生在思考与乐趣之中找到学习物理的方法。

如受力分析就结合电动纸飞机的飞行姿态来进行，画受

力分析图，让飞机飞行的姿态直观的呈现在学生的脑海之中，

让学生在受力分析之中找到实物例子，帮助学生对受力分析

的实物进行学习。从生活中去学习物理，而不是在课本之中

去学习物理，因为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课，有了实

践的支持，高中物理的学习会变得更加容易。

又如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我们可以将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加载在飞机的飞行轨迹之上，虽然看似没什么关系，但是在

实际的应用之中却能收到较好的反馈。如学生会思考，纸飞

机为什么有时候会是直线，而有时候又能做各种激情的动作，

从而让学生们在激情之中去思考问题，自己自发的去寻找实

际生活中去寻找问题的所在，而不是被动的去接受问题的

产生。

4.2.2 电学部分

再者，高中物理的难点之一，电学部分之中的直流电路

和闭合电路欧姆定律，也可以通过此次第二课堂的活动，让

学生们实实在在的观察到一些电路的连接，比如电池和电调

是怎么连接的？电调与电机怎么连接的？接收机与舵机的连

接、舵机与舵机之间的连接又是怎么样的呢？等等这么一些

问题，都可以很好的激发学生的思考。同时，对于闭合电路

欧姆定律中为什么电池有内阻？电池内阻怎么会做功等的一

系列问题是高中学生在学习之中比较难以理解的。但是电动

纸飞机工作时是低电压，大电流的工作，飞机飞行了下来之后，

一般电池都会发热，有的甚至会热的烫手，这时候让学生触

摸感受一下电池的温度，然后在引导提问学生，为什么电池

会发热呢？从而很好的解决了直流电路和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的课时的课堂引入，以及课前的思考。同时也可以根据不同

的电池，有不同的温度，让学生复习焦耳定律的相关内容。

在开展了这样的一次活动之后，笔者不只听到一两位学

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老师，我现在学物理还来得及吗？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物理。”特别是女生，对与空间思维

想象能力本来就会相对次一些，但是这样的第二课堂的教学

能够有效的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一次第二课堂的活动可以为

高中许多章、节、知识点提供相关的教学。

4.3 分层作业开展与指导

而对于分层作业的设计则是紧密结合第二课堂的开展进

行的。通过第二课堂的设计，再进行分层作业的设计，作业

跟着课堂走，但是又不仅限于第二课堂的内容。对于踩线生

就可以跟随着该次第二课堂的各种情景走，比如：纸飞机飞

行时的受力分析，就以该次飞行的纸飞机为题设背景，其主

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建立相关的题设情景，与活动有关的题设

背景会更有利于对学生兴趣的激发，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与

探索能力，让学从心底喜欢物理的课堂，从侧面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笔者统计的众多问卷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认

为影响自己学习物理的原因是对物理没有兴趣。将第二课堂

与分层作业相结合，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让学生更

好的对自己进行定位，从而找到学习物理的兴趣。

分层作业一方面是对其的设计，另一方面还有对其针对

性的指导；这也是构成第二课堂与分层教学的设计与指导的

重要组成部分。作业做了之后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有效的

指导，让学生学有所获、做有所得。针对性的指导，不仅要

求老师对相关问题的解答进行指导，还应该结合第二课堂的

相关内容进行专业性的解答与指导。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踩线

生所接触到的物理问题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让他们从心

理层面觉得来物理是如此的奇妙与深奥。然后在不知不觉中

将所学的物理问题的难度得以加深，让学生慢慢的不再觉得

物理难学，从根本上让学生认可物理，让不喜欢物理学科的

学生喜欢上物理，让喜欢物理的学生更喜欢物理，从而解决

物理学习中对物理学习兴趣不高的这一大难题。让学生喜欢

学习物理，让学生对从物理学科产生兴趣。

5 实验结果分析

5.1 成绩分析

对 S 班和 N 班的实验数据分析以及取得的初步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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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半期考试成绩、第四次理综考试成绩和期末模拟考试

成绩结果作为样本分析。在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第二课堂与

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指导之后，虽然不同考试的难易程度

不同，但是班级平均分差绝对值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如下表：

0

5

10

半期与周考 半期与模拟考

S班平均分差绝对值对照图

对照组 实验组

0

5

10

半期与周考 半期与模拟考

N班平均分差绝对值对照表

对照组 实验组

由两个不同班级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进行了第二课

堂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指导之后，实验组学生的整体水

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同时实验班级的学生在进行了第二

课堂的教学之后，对物理的学习更有兴趣了。笔者感受最明

显的就是在第二课堂的内容结束之后，学生仍然在思考这是

为什么，同时听到学生之间的感叹“原来学物理还可以这么

有趣啊 !”在进行的第二课堂的教学之后，明显感觉在平时课

堂内和课后习题的处理之中，老师可以例举的实物现象更多，

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可以更加具体化。

5.2 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分析调查统计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对照表

列 1 询问老师 同学探讨 其他途径

整体 21.742% 51.929% 26.327%

S 班 20.172% 53.448% 26.379%

N 班 18.678% 52.978% 28.344%

通过对实验班级 S 班和 N 班以及实习学校高二年级理科

全体学生的抽样调查分析发现，实验班级的学生相对于整体

来说，更倾向于自主探究解决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的

降低老师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自主

学习、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5.3 学生对第二课堂的认识与认可度

在小规模的开展了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教学的实验之后，

从实验班级与学校整体的情况相比，学生对第二课堂的认识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笔者只有在实验的 S 班和 N 班做调查时

没有被学生问及：什么是第二课堂？这样的问题。

学生在回答问卷的过程之中，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将第

二课堂与课外活动混为一谈，但是问及到参加的第二课堂有

哪些的时候，所有的学生回答都是如出一辙——没有。这样

的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高中物理教育教学仍然属于“讲

授法”的天下，学生也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忽略了学生德智

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开展高中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指导一方面

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学生物理学习

兴趣的培养和物理相关情景的建立；在帮助学生应试的基础

之上，更加深一层次的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

6 后期发展

6.1 总体

将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指导相结合是，论文

的中心思想，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高中第二课堂与物理分

层作业的设计与指导的实践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 0 到 1

的过程；这个过程仍然需要不断的探索与完善。但是从本文

笔者的实验过程及实验结果来看，无论是短期发展还是高中

教育教学的长期发展，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指

导策略都将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与应用的策略。

6.2 遇到问题

在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指导的策略研究与

实践之中仍然还会存在许多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比如：第

二课堂开展的老师专业水平还有待提升，同时所应用的第二

课堂知识点与理论结果存在较大出入；给学生造成较大的干

扰。另外一部分学生只适应于应试教育，对于突然的转变会

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等问题。但是当下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

业的设计与指导策略仍然会有许多的未知世界，但是我们应

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它。

6.3 进一步发展

当代教育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教师作为学生的引导

者，应该不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让学生自主创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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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作品，开展多元化的课外科技活动。物理学习的最终目的

是知识应用，而知识应用是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业的设计与指导策略的初期是为

了服务于应试教育的升学率，同时有利于教师的上课与备课

等工作，让学生对学习物理更加感兴趣，从而愿意学习物理，

找到学习的激情与学习的动力。但是第二课堂与物理分层作

业的设计与指导策略在后期又会高于该目标。而是面向于一

种全新的教育教学手段与策略，励志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学生，属于一种比较中性化的教育教学手段与策略，

但是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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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search of Digital Campus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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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acceleration of China’s informat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ampus has become the general trend. It makes 
school management more accurate and efficient, and occupie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works together with the underlying unified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platform and data integration and exchange sharing platform. It uses Internet technology to build a digital space, so that information can 
be shared,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ampus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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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校园信息服务平台的设计与研究　
折宇超　

西安工业大学，中国·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随着中国的信息化程度的逐渐加快，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已是大势所趋。它使得学校管理更加的准确而高效，在中国高校的信
息化建设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地位。信息服务平台连同底层的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和数据集成与交换共享平台一起工作，它利用
互联网技术来构建一个数字化的空间，使得信息可以共享，提高了校园信息的利用效率。　
　
关键词

数字化校园；信息服务；平台设计　

 
1 建设校园信息服务平台的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校各个业务处都开始建设自己

独立的业务系统，形成了很多信息孤岛。各个业务系统使用

自己单独的一套认证系统，数据也没有通过系统进行实时的

交换共享，给用户及系统管理员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如今，

各大高校都开始建立数字化校园平台，通过打造统一的身份

认证平台、数据集成与交换共享平台和信息门户平台为用户

提供信息服务的统一入口。通过打通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

实现数据的实时交换共享，方便全校师生，提高系统使用和

维护的效率。信息门户平台中增加的诸如校历、班车、课表、

黄页查询等微服务也为师生的日常教学、学习、生活带来的

极大的方便。校园信息服务平台提高了学校的信息化水平，

提高校园信息的利用效率，扩展了高校的功能，极大的提升

了学校教学、科研等的管理水平。

2 数字化校园信息服务平台的架构

2.1 基础设施保障

基础设施主要是指信息服务平台底层的统一身份认证

平台、数据集成与交换共享平台以及数据治理平台。这三大

平台支撑着上层的信息服务平台。学校的信息系统通过接入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用户在登录系统时只需要记忆一套用户

名和密码即可，方便用户使用，不需要记忆多个系统的多套

认证方式，减轻用户负担。通过数据集成与交换平台，接入

的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被抽取至学校的中心数据库，而中心

数据库的数据又可以共享给其他业务部门，也可按照学校数

据需求进行统计与分析、导出，并形成个人数据中心等，避

免教师重复填报数据。数据治理平台可以对数据进行纠错、

完善、补充并对数据进行归类，提高数据质量并方便数据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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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用系统支撑

信息服务平台需要学校多个应用系统的支撑，包括人事、

科研、学工、教务、研究生、图书等系统。平台可集成多个

业务系统的统一入口，实现一次登录，以同一身份处处漫游，

无需二次登录。人事、科研、学工、教务、研究生、图书等

系统不仅可以通过信息服务平台进行快速登录，而且这些系

统中使用频度较高的功能可以实现在平台内直接访问，无需

再层层跳转。应用系统同时为数据集成与交换共享平台提供

数据基础，学校中心数据库可实现业务系统的全量数据集成，

并进行数据治理，将治理过的数据以服务的形式对外提供，

可用于数据分析及其他用途。学校的多个业务系统在进行数

据交换共享时，管理员无需通过线下的方式获取，业务系统

可以直接通过学校中心数据库读取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解放

了管理员的双手。

2.3 微服务支撑

微服务将单一应用程序划分成一组小的服务，每个服务

运行在独立的进程中，服务之间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为用

户提供最终价值。微服务能将跨职能跨部门的业务或数据串

联成更贴近师生、更便捷管理的服务内容 [1]。对于信息服务

平台，可以基于集成的数据开发例如校历、班车、黄页、课

表、日程查询以及会议室预约、消息推送、问卷调查等微服

务。丰富多样的微服务可以方便师生的日常办公、教学、学

习和生活，极大的扩展了信息服务平台的功能。使得平台在

具备原有支撑应用系统的应用功能上具备本平台的特色功能，

体现了数据集成和融合的价值。

3 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内容

3.1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的建设

高校的业务系统众多，如果每个子系统都用自己的身份

认证模块将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不便，为了使平台方便易用，

解决各子系统认证彼此孤立的问题，必须增加统一身份认证、

统一授权管理及单点登录等功能。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统一存储着用户的身份信息并可以对

用户身份进行认证并对其权限进行统一的分配。用户在被授

权后才能够看到其权限下的所有栏目内容。平台还应具有审

计功能，可以对账号、认证、授权等方面进行审计，发现不

符合规范的账号、恶意认证的账号、暴力密码猜解的账号及

恶意认证的 IP 等信息。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的建设应该降低开发成本，避免对其

他待集成业务系统进行大规模修改，并保证信息在传输过程

中的有效性和机密性。

3.2 数据集成与交换共享平台的建设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搭建了不同业务系统数据交换的通道，

数据标准为数字化校园平台建设项目中各业务系统之间的信

息交换、资源共享提供了数据基础条件。基于统一的数据标准，

各个不同的业务系统的数据在统一的规则下进行交换，极大

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了大量的人工重复劳动。

基于学校统一的数据标准，数据集成与交换共享平台

管理着学校中心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可以抽取各个业务系统

的数据，也可以向各个业务系统推送数据，并做到过程可监

控，接口可管理。数据备份功能可对学校数据集成与交换共

享平台中的数据的历史版本保留，便于数据溯源。同时可对

日志进行管理，包括访问日志、操作日志、调度任务运行日 

志等。

3.3 数据治理平台

数据治理平台提升数据质量，需要建立配套的制度并落

实，可将数据分层，实现学校数据中心库数据质量高，保证

数据的权威性和可用度。同时可进行数据质量检测，实现质

量管理并形成检测报告，进行数据质量追踪管理。

3.4 应用系统建设

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离不开底层应用系统的支撑，各个

部门也都有自己的应用系统，比如协同办公系统、教务管理

信息系统、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等，数

字化校园平台的建设使得这些系统统一入口、互联互通、高

效运转，极大的方便了管理、使用部门。

协同办公系统主要针对教职工，具有移动办公，在线

流程审批等功能。随着学校信息化的发展，协同办公系统必

不可少，逐渐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教工少跑腿”。提高了

学校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的办事效率，极大的方便了广大教

职工。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师生，提升

管理能力，对管理质量进行全程监控，提高工作水平，提高

工作效率。教务管理信息系统与学生的发展密切相关，为学



33

研究性文章
Article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06

校教务教学管理提供一个平台，包括学生信息和对应班级、

课程、成绩等信息管理以及教师的信息管理。

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可对财务管理中的分析、预测、计划、

控制、监督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管理。教师可以在线对个人

项目款项及个人收入进行查询，同时也可对支出的劳务费进

行网上申报等。财务处对于职工工资的发放，业务支出的报销，

奖金福利的发放等也有一个更加系统的管理。

3.5 微服务建设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学校开始向师生提供越来越便捷的

服务。基于信息服务平台的微服务可以给平台增添亮点，利

用底层数据集成与交换共享平台集成的数据，学校可以根据

需求建设不同的微服务应用，学校寒暑假放假时间、校内办

公电话、学校班车发车情况、一卡通余额查询以及会议室、

体育场馆预约等都可作为建设内容，这可以极大的方便师生

的日常生活，符合用户的实际需求。

4 结语

信息服务平台是高校的信息门户，需要制定数据标准并

结合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数据集成与交换共享平台以及数据

治理平台一起运行，学校各类应用系统的支撑必不可少。数

字化校园平台建设的好坏将对高校的信息化程度有着根本的

影响。越来越多的高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传统校园的基础上

开始建设数字化校园，使得学校的日常教学、科研、管理等

工作数字化，越来越多的信息可以共享，方便了师生的日常

工作、生活，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学校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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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lassroom 
Questioning in Vocational Schools 
Tao Wang 
Shandong Linyi Health School, Linyi, Shandong, 276002, China 

Abstract
Classroom questioning is one of the main activiti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ive classroom questioning can not only activate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students, and student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raining and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lassroom questioning of secondary vo-
cational school at present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ncrete measures to break the rigid mode of traditional class-
room questioning, so as to activate classroom questioning, then activat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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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school; classroom questions; classroom teaching 

浅析现阶段中职课堂提问存在问题及对策　
王涛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中国·山东 临沂 276002　

摘　要

课堂提问是课堂教学主要活动之一，有效的课堂提问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更是师生、学生之间互动的重要方式，对于锻
炼和提升学生的能力尤为重要。论文通过调查分析了现阶段中职课堂提问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以打破
传统课堂提问的僵化模式，旨在活跃课堂提问，进而活跃课堂教学，促进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关键词

中职；课堂提问；课堂教学　

 
1 引言

随着教育教学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课程核心理念：“以

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不断深化，有效的课堂提

问越来越重要，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锻炼和提升学生的能力尤为重要，

更是高质高效课堂的助推器 [1]，但现阶段中职学校教育教学

中课堂提问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现阶段中职

课堂提问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旨

在活跃课堂提问，从而促进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2 课堂提问存在问题

①活跃度不高。现阶段中职课堂提问不活跃，死气沉沉，

缺乏生机，学生不愿意回答问题或者不会回答问题。

②重视度不足。中职生对课堂提问重视程度较低，课堂

中经常说话，甚至化妆、吃东西、睡觉等做与课堂无关事情 [2]。

③利用度不够。课堂提问利用度不高，或者缺乏有效的

课堂提问，甚至课堂提问经常被“束之高阁”。

④参与率较低。课堂提问学生参与率较低，每堂课仅一

两名同学回答问题，甚至经常无人回答问题，大多数学生一

个学期从不参与回答问题。

⑤自信心缺乏。课堂提问中一些学生缺乏自信，每当提

问时就紧张 [3]，主要表现为：不敢举手，不敢看老师，回答

问题时扭扭捏捏，声音也很小。

3 原因分析

①生源因素。目前中职学校大多数学生中考成绩不好，

学习基础较差。因平时的学习成绩不好，虽有回答问题意愿，

但老师给回答问题机会较少，回答问题积极性受挫，慢慢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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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不主动回答问题的习惯；同时，由于学习兴趣不足，缺

乏学习的自觉性，甚至不愿意学习，慢慢养成了不愿主动思

考问题的习惯。这两种习惯，让学生慢慢把“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思维固化，即课堂提问是学习成绩好的同学的事

情与自己无关，最终表现为：不愿意回答，不会回答问题，

造成了课堂提问不活跃，死气沉沉，缺乏生机。

②教师因素。由于课堂提问不活跃、参与率低，一些问

题经常无人回答，教师有时只能“自问自答”，慢慢的一些

教师逐渐较少了提问，用作业代替课堂提问，甚至直接省略

课堂提问。由于有效的课堂提问的缺失，使得师生之间、学

生之间的思想交流碰撞最重要的平台被“拆除”，从而造成

大多数学生抓不准老师的思维，老师也不能及时掌握学生的

真实情况；同时，也使得学生之间有效沟通交流不够，差距

逐渐拉大。最终表现为课堂提问利用度不够，未达到应有的

效果。

③提问方式。目前课堂提问方式简单，一般采用“一问

一答”方式，虽然借助一些科技手段，但仍缺乏趣味性和挑

战性，与目前学生的“口味”不相符，学生逐渐失去兴趣，

甚至产生了“抵抗”，学生感觉无聊，所以不愿回答问题，

从而造成课堂提问参与率较低。

④评价方法。课堂提问占期末总成绩的比例较低，有的

课程甚至不计算到总成绩；同时，评价方法较单一，缺乏有

效的激励方法，一般情况回答正确即给与积极评价，回答错

误即给予惩罚。由于提问成绩占比例较低，使得学生对课堂

提问的重视程度不足；并且大部分学生因害怕回答问题受到

惩罚而不敢回答问题，有的则在惩罚中自信心逐渐被“摧毁”，

最终表现为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越来越低，

甚至出现无人回答的尴尬境况。

⑤问题设计。在实际教学中，部分问题设计的较难，没

有与现阶段中职生认知能力相匹配 [4]，打击了学生的自信心，

使得学生对回答问题“望而却步”，从而不敢回答问题，即

使回答问题也扭扭捏捏，声音很小。

4 对策

4.1 纳入教师能力考核

课堂提问的应用要纳入教师教学能力考核，应加强对教

师课堂提问能力的培训，定期举办课堂问题设计及运用能力

比赛，提升教师对课堂提问重视程度，提高对课堂提问重要

意义的认识。

4.2 合理设计问题

每堂课一般可设计 6-8 个问题，内容设计应与教学任务

和目标一致，难度应符合中职学生的认知规律，既要有上次

课主要内容又应包含本次课的重点内容，复杂问题可多人合

作完成或教师给予提示或思路。同时，部分问题可只公布答

题的范围，不公布具体提问问题，有梯度的增加挑战性。

4.3 丰富课堂提问方式

主要采用预约式与抢答式提问及两者相融合方式进行，

有难度的问题一般用于预约，简单的问题一般用于抢答，以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①每次课结束前公布下次课提问的问题。

②组织预约的同学 1 对 1 抽取回答问题的题号，复杂问

题可以三人合作完成，下一次课直接由预约的同学回答相应

问题；预约的问题回答不全面时，可以抢答补充。

③每堂课 2-3 个问题实行抢答；抢答的问题也可以预约

备选，问题回答的不正确或不全面时则由预约备选的同学进

行补充。

④问题无人回答时，根据学号随机点名。

4.4 创新考核评价方法

①提问成绩占学期期末总成绩的 20%，以提高学生对课

堂提问重视程度。

②按次数计算成绩。回答问题成绩按照次数计算，一学

期次数最多的同学的提问成绩为满分即 100 分，每比此同学

少一次扣 5 分，如一学期某同学回答次数越多，则其他同学

提问成绩越低。

③分档核算次数。根据回答问题正确、全面的程度，分

档次核算次数，共 5 档，具体见表 1。

表 1 预约式与抢答式提问分档计分明细表

档次 作答要求
加减分次数（次）

备注
预约式提问 抢答式提问

1 完全正确且全面 1 1

复杂问题
合作完成
的其他同
学按照

0.8 系数
加减分

2 不全面的但主要内容已
经答出超过 2/3 0.5 0.8

3 主要内容在 2/3 至 1/2 之
间

0 0.5

4 不及 1/2 -0.5 0.2

5 不回答或不正确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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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预约的问题抢答补充的，第一个补充的加分 0.6

次（如第一个即补充全面的则加分 0.8 次），第二个加 0.4 次，

第三个加 0.2 次。随机点名回答问题计分参照预约式提问。

5 结语

课堂提问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课堂提问可以

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应重视课堂提问，灵活应用课堂提问的

方式，不断完善评价方法。预约式与抢答式提问及二者相融

合应用方便、易操作，可以有效的活跃课堂提问，从而解决

现阶段课堂提问中的问题，并可以培养学生自信心、激发学

习兴趣、提高学习动力，让学生喜欢提问、愿意回答、勤于

思考，从而让课堂提问回归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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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ime Deix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lish Tense 
Lei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time deixis is a kind of deixis and an important field of pragmatics. The use of time deixi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conversation, but it is also affected to some extent by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factors. The use of English tenses often reflects this. 
The change of tense in English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difference of sentence meaning, but the pragmatic effect of conversation 
can be elus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justment of the change of tense to the psycho-
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communic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and hopes to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English learners. 
　
Keywords
time deixi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ense; pragmatic effect 

从英语时态看时间指示语的语用功能　
李磊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时间指示语是指示语的一种，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时间指示语的使用离不开会话的具体语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说
话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英语时态的使用很多时候就体现了这一点。英语中时态的变化不一定会造成句意的不同，但在会话的
语用效果上会大有文章。论文主要基于心理距离理论，分析时态的变化对交际双方心理距离的调节，从而实现交际目的，同
时希望为英语学习者对时态的理解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

时间指示语；心理距离；时态；语用效果　

 
1 引言

语言中的行为或状态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和存在的，

英语中的时态就是表述时间的重要方式。英语具备两种时态（现

在时和过去时）：现在时用于描述发生在说话时刻或时段的命

题，过去时表示说话前所发生的事件和存在的状态。而在实际

交际中，英语时态所表示的行为或状态与时间并不总是一一对

应。除了表示时间关系外，英语时态在交际中还有一定的语用

指示功能。因此，探究英语时态的语用功能，区分时态的一般

意义和语用意义，有利于加深对英语时态的认知和理解。

2 相关定义和概念

2.1 指示语、时间指示语的定义和特征

指示语是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奥地利语言学家

Bühler 于上世纪 30 年代首次纳入语言学研究领域，此后许多

语言学家尝试对指示语进行定义。虽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但

其核心思想大致相同：指示语所具有的语法功能是被用来指

示某种相对关系的 [1]；指示语的指示意义往往取决于语境。

指示语包括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地点指示等。时间指示语

指谈话双方用话语传达语用信息时所涉及的时间 [2]，而这些

时间往往需要依据实际语境来确定。

指示语最显著特征是语境依赖性，需根据具体语境确定

其所指。同样，离开了会话语境，时间指示语所表达含义就

很难确定。同时，时间指示语也具有自我中心性，它一般以

说话者的时间为起始，是对说话者心理和环境的反映。例如：

身处北京的你在某个清晨给美国的朋友通话，你会说“Good 

morning”，但此时美国仍是傍晚。你很自然地以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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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话语的起点，因为它反映了你所处的真实环境。此外，

时间指示语还具有主观性 [3]。如果我们把上述例子中的“Good 

morning”改成“Good evening”，那么说话者就是以对方的

时间作为话语的中心，但说话者选用哪个时间是主观的，其

目的是造成一定的语用效果，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

2.2 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是交际双方在心理上对彼此的接受程度，接受

程度越高，彼此的心理距离就越近；反之，则越远。[4] 简言之，

心理距离是指交际一方对另一方在心理上的认可程度。心理

距离建立在交际者的心理体验的基础之上，受个人的情感、

环境、文化等因素影响，具有很大的可变性。[5] 英语时态除

了表示时间观念外，还可以实现对心理距离的调节，找到适

合对方的“心理舒适区”，以促进交际目的的实现。

3 英语时态通过调节心理距离对于其语用功能

的实现

3.1 时态本身承载着一定的语用功能

现在时和过去时除了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之外，其

各自所承载的语用意义。从语法角度看，现在时多用于描述

发生在说话时刻的命题，陈述主体习惯性的动作和行为，描

述具有普遍规律的现象等。而就其语用意义而言，现在时态

重在描述，侧重客观事实，不掺杂太多的情感倾向。而过去

时除陈述事物过去的状态外，还可用于表达某些主观的感情

色彩 [6]，其中虚拟语气的使用就是典型的一类。如：

① I will be very glad if you come to my party tomorrow 

night.

② I would be very glad if you could come to my party to-

morrow night.

句①和句②在句意的表达上是一致的，说话者都表达了

听话者邀请的意愿。句①中说话者使用的是现在时，表达了

受邀者应邀而来的前提下，自己将会拥有的心情。这说明说

话者的高兴是有条件的，是在受邀者满足了自己的请求方能

实现。显然，邀请者的热情在句①中未得到充分体现，可能

还会因为现在时的使用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此处现在时疏

远了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

句②中说话者虽然也用 if 从句进行了条件限制，却使用

了虚拟语气对时态表达邀请。虚拟语气中过去时用来表达与

当前有一定距离的事件，以强调所谈及的时间和事件的非现

实性。虚拟语气的使用，使句②中说话者高兴的“条件”得

以弱化，容易建立起谈话双方的情感认同，拉近了交际双方

的心理距离。

由此可见，语境中现在时的使用，使句子客观而缺少感情，

会增加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而过去时的使用，则会因语气

的缓和，增加双方的情感认同。总之，两种时态因其所承载

的语用意义的不同，必然会在具体语境中使交际者产生不同

的心理距离，从而产生迥异的语用效果。

3.2 时态的变化引起指示空间的投射

在现实交际中，说话者的指示语会时常偏离指示中心，

这往往是说话者有意为之。不同时态的选用可导致指示中心

发生偏离，造成受话人在心理上对话语的解读产生相应的心

理投射，进而调节与说话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上文句①和句②的语用效果的差异，还可归因于两种时

态产生了不同的心理空间投射。句①的时间指示语是现在时，

交际活动是以“此时、此地和说话者”为原点而构建起来的，

其营造的心理空间就是对话发生时的场景。此时，说话者向

受话者发出邀请，双方在同一时空中直面彼此。此情此景，

受邀者即便不情愿也不好拒绝。因此，句①的使受话者承受

了更多的心理压力，忽略了受话者的心理感受，容易造成对

方心理上的疏远。

句②受话者的心理却由于过去时态的使用，被投射到了

过去的某个时空之中，使得会话时的物理距离在心理空间上

得以转移，进而提高受邀者的心理舒适度，进而缩短了交际

双方的心理距离。即使不能形成心理投射，也会因为过去时

的使用，好像是在说过去的事情。此时，现实语境所带来的

心理压力，通过过去时态的在心理上的空间投射而得以缓解。

由此可见，时态除表时间外，还可以起到加强或缓和语气的

语用效果。

3.3 时态的变化会引起礼貌程度的变化

英语中两种时态的语用效果，在话语的礼貌程度上也有

所体现。陈新仁（2013）指出，语言的礼貌特征主要体现在

间接性、损益程度和听话人的可选择程度等方面。[7] 换言之，

不同时态的选用会引起礼貌程度的变化。

首先，交际双方的礼貌表达，往往是通过增加或减少语

言的间接性来实现的，不同时态的使用会引起话语的间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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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通常话语的间接程度越高，礼貌程度就越高。因此，

礼貌语言需使用相对间接的话语来表达出来。“与直截了当的

语言表达相比，间接的、委婉的表达包含更多的礼貌。”（转

自陈新仁，2013）这里所说的语言的间接性与心理距离具有很

大的关联。多数情况下，语言的间接性强，意味话语参与者之

间的心理距离近；反之，则远。就话语的间接性和礼貌程度，

Leech 曾做过相应的研究和论述，请看他的例句（见表 1）[8]。

表 1 话语间接性与礼貌程度（Leech，1983）

以表 1 中的最后四句话为例，句（4）和句（5）使用的

是现在时，而（6）、（7）两句使用的是过去时态。现在时

态的表达遵循了时间标志语“此时”的特征，因此表达的更

直接；而后两句话的表达则相对间接，而这种间接性正是通

过过去时态的使用来实现的。过去时在时间维度上增加了言

语的间接性，进而使话语的礼貌程度得到增加。因此，英语

时态的变化可调节礼貌程度，从而实现话语交际中的特定语

用效果。

其次，时态对礼貌程度的影响，可通过交际双方的损益

程度和听话者可选择的程度来体现。在现实交际中，往往听

话人的受益程度越大，话语的礼貌程度就越高；反之，话语

的礼貌程度越低。同时，会话为听话者提供越多的选择空间，

话语就对其越有利，那么语言的礼貌程度也会显得越高。

③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if you could drive me to the air-

port today.

④ I want to ask you if you can drive me to the airport today.

以上两个句子都表达了同样的请求，说话者提出请求必

然给听话人带来心理上的压力，而听话者的压力是源于自身

利益的受损。但句③中说话者使用的是过去时，显然其目的

不是阐述真正的时间关系，而是借助过去时的使用，将请求

在时间维度上推得更远一些。说话者使用较缓和的语气实施

请求，可减少听话者拒绝对方时的心理压力，从而增加听话

者可选择的程度，这对听话者是有益的，有利于缩短双方的

心理距离，达到请求者的交际目的。此外，句③的请求即使

遭到拒绝，请求者也能保留面子、缓和尴尬，这都归功于时

态在心理距离上的调节作用。句④使用了现在时，说明说话

人的请求就发生在当前，这就要求听话人给出及时、明确的

答复。此时，听话人处在利益受损的状态，且可选择程度较低，

自然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句④的礼貌程度较低。

但需要注意的是会话的礼貌程度并不总是与间接性和损

益程度成正比，其各因素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例如：

⑤ It’s cold outside, so you could stay in my house tonight.

⑥ It’s cold outside; so you must stay in my house tonight.

句⑤相对于句⑥在时间上更具有间接性，在为听话人提

供更多选择空间时，却使其在损益程度上处于不利。句⑥虽

然用了现在时，但却表达了设身处地为听话者着想的诚意，

更有利于听话人，使其在对话中受益。句⑤、句⑥再次体现

了指示语的语境依赖性。影响话语含义的语境因素很多，交

际中时间指示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具体情境做出

相应的分析和判断。

4 结语

英语时态不仅承载着其自身的语用含义，而且可以引

起指示空间的投射和礼貌程度的变化。时态的语用含义不仅

丰富了语言含义，也起着调节交际双方社会关系的作用。因

此，在实际交际中，根据语境选择恰当的时态，适时地语境，

动态地调节双方的心理距离，对我们实现交际目的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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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Uyghur Language on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Zixuan Zhang 
School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nd Uyghur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the long-term communication, and gradually formed a unique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classifies and summarizes the phonetics, additional components, loanwords, word order and 
etc., and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Uighur on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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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学角度看维吾尔语对新疆汉语方言的影响　
张紫瑄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中国·北京 100081　

摘　要

汉语与维吾尔语在长期的交流中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新疆汉语方言。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语音、附加成分、
借词、语序等方面进行了分类总结，阐述了维吾尔语对新疆汉语方言的影响。　
　
关键词

维吾尔语；汉语方言；语言学　

 
1 引言

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与汉族的语言接触最晚从西汉开

始了，经过了几十个世纪文化的交流融合，两个民族的语言

相互影响，和谐发展。维吾尔语从汉语中借入大量借词，扩

展了其词汇量，汉语受维吾尔语语音、语法、语序等方面的

影响，逐渐形成新疆地区独特的汉语方言。论文采用文献分

析法、田野调查法等，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地收集科学

的语料，同时加以分析和总结。

2 维吾尔语对新疆汉语方言语音的影响

汉语语音区分声调，而维吾尔语在声调上没有区分，只

在音强上有区分，即重音的区别。维吾尔语的重音一般在最

后一个音节上，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汉语受维吾尔语语音

影响，汉语词语中不管其有几个音节组成，本地人习惯将重

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将最后一个音节读成降调，将前面的

音节都读成升调。

3 维吾尔语附加成分对新疆汉语方言的影响

维吾尔语具有丰富的附加成分，在汉语和维吾尔语的交

流发展中，附加成分的作用和发音对汉语方言产生较大影响，

下面举例一些常见的方言现象。

3.1 动词条件式 "ەس/اس-" 与语气词“撒”

动词条件式表示假设、虚拟等语法意义，维吾尔语的动

词条件式由动词词干附加条件式词尾 "ەس/اس-" 构成，其后再

附加动词的人称词尾，就可以构成动词的条件式人称变位形

式。汉语中的语气词“撒”，在新疆汉语方言中表示“如果、

要是”，这明显受到维吾尔语中动词条件式的语音和作用影响。

①你不去撒，我不去。（= 你如果不去，我也不去。）

②你好点撒，就给你买。（= 你要是表现的好，就给你买）

3.2 名词时位格 "اد-" 与语气词“哒”

维吾尔语的时位格附加在名词词尾，表示时间、方位、

地点和处所等意义。名词时位格词尾总共有四种变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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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 在新疆汉语方言中，受维吾尔。" "ەت- /ەد- /ات- /اد-

语时位格 "اد-" 的影响，语气词“哒”时常放在指示代词后，

表示处所。

①我在这哒等你。（= 我在这等你。）

②你在哪哒呢？（= 你在哪呢？）

3.3 名词向格 "ەگ-" 与“给给”

名词的向格表示行为动作的趋向、目的、事物的价值，

行为动作针对的对象，事物达到或接近某一状态等意义。附

加有名词向格形式的词在句中一般做状语。名词的向格形式

由名词后附加向格词尾 "ەك-/ەگ-/اق-/اغ-" 而构成。受向格

"ەگ-" 发音和用法的影响，新疆汉语方言中经常在动词“给”

后再加一个“给”，表示动作的趋向。

①阿里木，把笔给给我一下。（= 阿里木，把笔递给我

一下。）

②我昨天就把书给给你了。（= 我昨天就把书给你了。）

3.4 名词复数词尾 "رەل/رال-" 与“们，些个”

维吾尔语的复数词尾 "رەل/رال-" 附加在名词词干上，表

示两个或多个同类事物。复数词缀一般附加在指人或物的名

词、代词后，例如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表示动物的专有名词、

不可数名词和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等等。但是汉语中表示复

数概念的“们”，只能附加在人称代词后，新疆汉语方言受

维吾尔语的影响，扩大了复数词“们”的使用范围。

①这些个儿娃子嘛不知道每天干啥咧。（= 不知道这些

男孩每天在干啥。）

②牛们草吃着呢嘛？（= 这些牛在吃草吗？）

3.5 名词人称词尾 "زىڭ" 与借词中的“子”

维吾尔语名词具有人称范畴，其表示名词所代表的人

或事物属于谁或属于什么，它是在名词后附加人称词尾构成

的，人称词尾第二人称单数尊称为 维吾尔族人民在，"زىڭ"

日常交往中，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通常使用尊称，例如

"زىڭىلاب" 您的孩子。借词中将词根与附加成分一起借入到本

民族语言系统中，所以“子”字在词尾的名词在新疆汉语方

言中经常出现。

①巴郎子（= 您的孩子）

②富康子（= 您的兄弟）

③牌当子（= 您的利益）

4 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

在新疆地区的汉语方言中，有非常多的维吾尔语借词，

在吸收外来语进行汉化时，汉语有选择地保留了维吾尔语词

语的发音或词义，形成独特的新疆方言。

4.1 音译词

音译词就是在保留维吾尔语词语的语音发音的基础上，

吸取词语本身的词义，从而形成加入汉语语言系统。这类音译

词在借词中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在新疆汉语方言中十分常见。

维吾尔语 借词 词义

الاب 巴郎 男孩，孩子

ان 馕 维吾尔族面食

زايىپ 皮牙子 洋葱

ازاب 巴扎 集市

ەرۈچۆچ 曲曲儿 馄饨

رۇپوش 小普尔 司机

رىداك 卡德尔 干部

اتسۇئ 乌斯塔 师傅

شادائ 阿达西 朋友

ياب 巴依 有钱的人

شادلوي 尤尔达西 同志

نەمشۈد 都失曼 敌人

راكەب 白卡儿 没本事的人，白白的，空闲的

在新疆为了日常语言交流的顺利，音译词被广泛使用。

一些地区当地人不会使用汉语，日常交流使用维吾尔语。为

了更好的交流，汉族群众使用一些音译词，便于对方理解，

逐渐将这些音译词固化在汉语语言系统中，从而形成了新疆

地区的汉语方言。

4.2 意译词

新疆方言中的外来词一部分是意译词。维吾尔语翻译成

汉语后一些意思发生了改变，汉语方言经常会采用这些直译

词的本义或引申义，这就造成了不同民族对一个词语的理解

有所偏差。在方言地区，意译词要比原有词使用频率更高。

维吾尔语 借词 词义

يەلەب يەلەئ 艾来白来 这些那些，这样那样

الاب رۇغوئ 儿子娃娃 男孩，男子汉

شۈپۆك قاسروق 肚子胀 生气

4.3 维汉合璧词

在新疆汉语方言中，有一些词在引入借词时，将音译和

意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这类借词虽然少，但是它们在日常

生活中使用频率却很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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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 借词 词义

ڭاتامىلام 胡里马唐 胡乱，乱糟糟

اكروخوم 莫合儿烟 一种烟草

5 维吾尔语对新疆汉语方言语句的影响

5.1 宾语前置与谓语后置

维吾尔语语句结构是“主语 + 宾语 + 谓语”，而汉语语

句结构是“主语 + 谓语 + 宾语”新疆汉语方言受维吾尔语的

影响，经常出现宾语和谓语倒置的现象。

①艾买提撒事情有呢？（= 艾买提有什么事？）

②他撒本事莫有，打捶的本事有呢。（= 他啥本事没有，

有打架的本事。）

③哎！我汉族话四五年学了。（= 哎！我学汉语四五

年了。）

④稀里麻汤的饭吃给。（= 吃点稀饭。）

5.2 能愿动词后置

维吾尔语的能动式词尾加在动词词干后，而现代汉语中

一般将能愿动词放在状语前，在新疆的汉语方言中经常将能

愿动词放在状语后并与动词相连，这显然受到维吾尔的影响 [2]。

① 我 这 么 些 个 作 业 能 做 完 嘛！（= 我 能 做 完 这 些 作

业嘛！）

②呕吼，你在这哒能看到个撒？（= 哎呀，你能在这看

到啥？）

③这些丫头子把衣服能缝地漂亮得很。（= 这些女孩能

把衣服缝得很漂亮。）

④你这么多菜能吃完嘛。（= 你能吃完这么多菜嘛。）

5.3 否定副词前置

维吾尔语中表达否定意义时，将表示否定意义的词尾加

在动词词干后，位于句末。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否定词“不，

没有”，通常位于状语或介词词组之前。而新疆汉语方言受

维吾尔的影响，将否定词放在状语或介词词组之后，紧连位

于句末的动词 [2]。

①这事我和他们不说。（= 这事我不和他们说。）

②张明好好不会工作。（= 张明不怎么会工作。）

③这本书我给他没借，他佛不喜欢。（= 这本书我没给

他借，他说不喜欢。）

④热孜万古丽给她女儿没留钱。（= 热孜万古丽没给她

女儿留钱。）

5.4 判断动词“是”的省略

维吾尔语语言系统中没有判断动词，但在现代汉语中常

常用“是”这个判断动词，表达是非、有无等含义，判断动

词放在主语和宾语之间。维吾尔族人民说汉语时，时常省略

判断动词“是”，久而久之，新疆汉语方言中习惯将判断动

词“是”省略。

①你的学校好学校呀！（= 你的学校是好学校呀！）

②玛依努尔新疆人。（= 玛依努尔是新疆人。）

③这个糖嘛俄罗斯的。（= 这个是俄罗斯的糖。）

④蓝色的那个房房子新盖的。（= 蓝色的那个房子是新

盖的。）

5.5 “把”字句的广泛使用

现代汉语中有一种独特的句式：“把”字句。在“把”

字句中，常常用介词“把”将动词所支配的宾语提到动词之前，

用来强调宾语，从而突出表现行为动作的结果。维吾尔语中

没有类似“把”字句的结构，宾语用宾格的附加成分表示。

在新疆地区语言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新疆汉语方言中扩大了

“把”字句的适用范围。

①我把你真真地服下了。（= 我真服你。）

②你把这号子人不尔视。（= 你不要理这种人。）

③你一天价不好好学习，把人愁的啊。（= 你一天天不

好好学习，我发愁你啊。）

④娃娃们都把他喜欢得不得了。（= 孩子们都喜欢他。）

总之，维吾尔语对新疆汉语方言影响深远，形成独具特

色的新疆方言，见证了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诠释了语言

交融的魅力。维吾尔语与汉语的交融影响，有利于新疆地区

各族人民形成共同体意识，产生乡土情怀。新疆汉语方言形

成于几百年的民族文化的交融，是新疆地区独特的文化瑰宝。

汉语和维吾尔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类型，两种语言

在同一地区，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在语言结构方面影响、

相互渗透，维吾尔语从语音、语法、词语、语句等多方面深

刻地改变着新疆地区的汉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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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Static Web Design 
Course Based on “Mixed Learning” 
Haihan Guan 
Jilin Xinkezhan Computer Science School,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puts forward the concrete mode of hybrid learning in static network teach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nline learning” in course teaching. Teachers are not only responsible for the corresponding classroom teaching, but also 
for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design of the course learning website. The related content of the website and the content between the class-
rooms are synchronous, which can achieve good interaction and effectively test the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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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合学习”的静态网页设计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关海涵　

吉林省新科展计算机学校，中国·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论文主要提出在静态网络教学当中采用混合学习的具体模式，在课程的教学中，要进行“课堂教学以及在线学习”等的结合。
教师不仅需要负责相应的课堂教学，还需要负责课程学习网站的具体内容以及设计。网站的相关内容以及教室之间的内容是
同步的，可以很好的实现互动，有效地对学习效果进行测试。　
　
关键词

混合学习；课堂教学；静态网页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领域当中也出现了相关技术

的应用，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全新的教学模式，即属于

混合学习。混合学习就是把传统学习的具体优势以及数字学

习的具体优势之间更好的结合起来，因此两者之间的优势是

相互辅助的，学习的效果比较好。混合学习主要是把之前传

统的教学方法以及在线学习更好的结合起来，即教师需要对

于课堂内容的教学以及设计负责。

2 具体的教学现状

2.1 教学模式比较传统

静态网页设计属于一门可以反映创新能力的课程。为了

更好的提高创造力，需要增加相应的接触面。只有拥有比较

广泛的知识，才可以创建更多的知识。就像专家的成长一样，

必须要经历一些生活磨难，在这个过程中才可以达到精神阶

段，才可以发挥更多的创造力，但前提是必须要遵循课堂教

学模式，保障所有学生将要完成的作业都比较的符合相应的

标准答案 [1]。

2.2 课程资料比较的陈旧

静态网页设计属于和信息技术联系比较大的课程。信息

技术一直处于快速的发展状态，知识以及信息的更新周期也

变得越来越快。与计算机相关的硬件以及软件将会在一年之

后成为比较落后的产品。从教科书的角度来观察，基本上没

有任何的教科书可以更好的满足教学的具体需要，非常多的

教科书在网络设计以及相应的说明中仍然停留在三年之前的

内容上。

2.3 评估方法存在缺陷

静态网页设计和理论课是不一样的。理论课程只需要评

估学生关于相应理论的具体掌握程度，但是静态网络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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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是让学生更好的学习相应的设计以及制作。网页设

计以及制作属于创造力的一种体现，因此该评估方法不可能

使用总结性的评估来完成，需要按照课程结束后的单个或者

比较统一的考试分数来对于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具体学习能

力进行评估。这种评估方法非常容易使得学生进行思辨，但

是不容易激发学生学习静态网络课程的相关热情，也不容易

保障相应学习兴趣的持久性 [2]。

2.4 师生之间的互动不足

想要使得教育效果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就需要师生之间

在课程的相关内容上进行互动，这属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因为只有通过相应的互动，教师才可以发现学生对具体知识

的掌握程度，并找出课程当中需要添加以及修改的部分，但

在当前的相关教学模式当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比较的缺乏，

当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指导时，由

于缺乏相应的教学手段，大多数情况都需要由他们自己通过

查阅资料进行解决，缺乏相应的互动性。

3 教学模式的设计以及实现

3.1 教学模式

改变之前的课堂教学结构。“课堂教学”属于“学校教

育”当中比较核心的内容，因此“课堂教学结构”在“学校

教育体系当中属于主体的结构”当然也可以表明“课堂教学

结构的具体改革”属于学校教育体系当中的结构性“变化”。

针对这种国情，进行相应的结构变化指的就是改变之前传统

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具体教学结构，即改变教师为主导的

课堂。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比较充分的发挥教师的具体作

用，起到领导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突出学生主体以及“领

导主体之间相结合”的教学状态。在系统的结构当中，“师生”

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教师属于教学内容的组织者以及

指导者，学生属于建设性教育的促进者，两者之间属于信息

处理以及情感体验的主体 [3]。教学媒体不仅可以帮助教师进

行设计关于教学的一些可视化工具，还可以与学生之间更好

的进行情感交流，进一步的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以及认知能

力。在这个过程中教科书不再属于唯一的教学内容，教师逐

渐的把“教材为主的教学”转移为相应的“带教为主的模式，

学生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学习对象（包含老师，同学，朋友以

及社会上面的相关专家等）以及各种各样的教学资源（包含

纸质书籍，非纸质的电子书等）当中获取课程的相关知识。

3.2 教学平台

混合学习的安装是把比较传统的学习方法当中的优势以

及数字学习之间的优势之间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更好的保障

两者之间的优势可以互补，并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因此，

想要进一步的实现混合学习需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比较

传统的课堂教学，另一个属于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数字学习教

学。想要实现这种教学模式，就需要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完

成，在这种模块基础上的课程学习系统不仅可以保障学生的

学习更加的独立，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帮助教师进行相应的教

学组织以及教学实施。因此，这也属于实现混合学习的一种

最佳选择。本文还主要对于 Moddle 平台的环境安装进行了

讲述。关于 Modle 教学资源平台的具体安装可以分为两个部

分：① Linux 服务器以及 Web 服务器环境的具体安装，②在

Web 服务器环境的基础上进行 Modle 平台的相关安装等。有

非常多的方法都可以在 Linux 服务器的基础上进行安装相应

的 Modle 平台。

（1）安装 CentOS 需准备相应的 CentOS 安装 CD，并根

据相应的步骤进行即可。在特定的安装过程当中，有非常多

的资源可以进行参考，在此处进行了省略。

（2）安装 LMNMPLNP 是在 Linux 的基础上进行完成的，

属于 HPP 的服务软件。自从推出以来，市场份额就变得越来

越大。LNP 的安装过程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制的注意地是，

Modle 的版本具备不同性。关于 HPP 版本的具体要求也会有

所不同。在课程的实施期间一直使用的是相应的 Modele2.4 版

本。PHP 版本是属于 PHP6 或者需要更高的版本。安装相应

的 LNPMP 服务器之后，输入本地的具体 IP 地址，然后将会

出现相对应的界面 [4]。

（3）Modle 平台的安装以及下载也是在 Linux 平台上进

行完成的。将其解压到 homeww 目录。在安装的过程当中，

需要创建一个全新的数据并把其设置为可写。如果是相应的

Moodle2，在安装第 4 版之后，将无法单击“个人信息设置”

以及“网站管理”。因此需要单击相应的 con_fig。在 php 当

中添加相应的￥CFG 一＞ slashhargents=fales：如果没有办法

显示相应的图片，那么必须使用相应的 lmp，“重写”r/ 主题。

最后是 model2.4 的相关版本，最好用在 conf 的文件当中。当

用户利用 PC 访问课程的相关学习网站时，网站上面提供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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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在 PC 页面的基础上进行完成的。当用户利用智能设备（如

手机，PDA 以及平板电脑等）进行访问时，系统提供的页面

都在智能设备的基础上进行完成的，比如在手机上使用百度

的时候，百度会提示您进行相应的转码。在 Moodle2.4 的系

统当中，该系统将更加的适应相应的终端设备。在 2012 年 7

月 19 日，中国的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截至到

2012 年的第 30 份关于互联网络的具体发展报告。在 6 月底，

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 5.38 亿，增长的速度即快又稳定；

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移动互联网的具体用户数量已

经达到了 3.88 亿，首次超过了相应的台式计算机，成为了最

大的互联网终端。

4 课程的具体实现

4.1 学习资源的具体融合

在 Mohd 平台基础上的课程系统当中的相关资源以及课

堂教学所需要的资源可以有机的进行结合在一起。在 Moodle

课程学习的系统当中，该系统支持相应的 Word 文档，Power-

point 文档，视频以及声音等资源。电子文档也可以利用 Web

表单（文本或者相应的 HTML）进行动态创建，并连接到基于

Web 的外部资源，从而进一步的保障资源的多样化。系统当中

的模块课程资源类型比较多，主要包含：SCORM 格式，主题

格式，星期格式以及社区格式等。在课程的实施当中，使用相

应的星期格式，并带有比较清晰的开始以及结束日期。这样，

它可以与课程的具体教学安排之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并且在

这个过程中老师或者学生都可以比较有效地使用，添加以及管

理相应的课程资源，以最大程度地对于该资源进行利用。

4.2 学习环境以及活动的融合

Moddle 平台的相关课程学习系统主要为教师提供了一些

比较基本的环境，比如：课程教学设计的具体环境，在线教

学活动的具体环境，在线讨论，聊天环境，虚拟教室的具体

学习环境，教学活动的具体参与环境，自主以及研究性的学

习环境等。在课程的学习系统当中，教师可以自主的发起投

票，问卷调查以及讨论等活动，这样可以更好的使得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得到增强。该系统在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记录学生

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以更加方便学生日后的复习以及总结，

也非常方便教师进行相应的分析。关于作业管理方面，教师

不仅可以更清楚的查看学生提交作业的具体时间，提交的具

体数量，还可以对于作业的相应分数进行评估，并给出比较

良好的肯定以及指出一些不足之处。这样的平台也属于一种

情感交流的平台，这样的交流会使得学生感到老师的在意。

这些小措施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课程教学

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5]。

5 结语

Moodle 平台使用相应的静态网页设计创建了一个课程学

习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比较轻松的组织以及管理

与课程学习相关的具体学习活动以及资源。课程学习者还可

以通过比较常规的登录系统完成整个课程当中的学习任务，

以更好地实现相应的课程学习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具体教

学实践，发现基于 Moodle 平台的相关混合教学模型可以很大

程度上提高相应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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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对新技术的应用水平不断增加，尤其是新媒体。新媒体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开展中的应用已经变得越发的成熟。但同时对于高校来讲，新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中，作为一种隐形教育资源
所存在，所以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在新媒体背景下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论文对新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中进行应用的效果以及提升措施进行论述。　
　
关键词

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1 引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着新媒体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

中更多的与人们的生活相结合。对于高校来讲，在开展各项教

学工作时，对于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

新媒体具有便捷，并且能够进行远距离互动和网络化传播等诸

多优点，所以在高校开展设计教学过程中，被广泛应用并且接纳。

并且新媒体技术也逐渐发挥了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价值

观培养等方面的显著作用。所以在论文中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式，对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行分析 [1]。

2 新媒体的概念及特点

社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并且在社

会各领域当中，信息技术的应用都得到了普及。新媒体技术

是基于信息技术所演变的一种科技技术，在现如今各生活领

域以及各生产领域当中都被进行广泛应用。在论文中则是对

新媒体在教学中进行应用的实效性进行研究。通过新媒体技

术进行数字化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呈现出不一

样的教学课堂以及教学效果。利用新媒体技术能够使学生在

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更加便捷，更加直接，而且能够提高学生

对学习的兴趣。[2] 政治教育对于高校学生未来发展来讲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可以充分的

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枯燥课堂氛

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更加有

效的互动和问题反馈与解答，使学生能够与教师之间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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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沟通，并且通过新媒体技术了解到与社会以及生活息息

相关的思想和案例，树立良好的思想意识，以及人生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

2.1 新媒体的概念

新媒体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所

衍生的一种科技技术，简单来说，新媒体是一种环境，这种

环境对过往的数字化媒体形式进行了全覆盖，所以新媒体包

含了所有的数字化媒体以及传统媒体，所以它是基于传统的

媒体所发展而来的新的媒体形式。而且因为新媒体是给予信

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进行传播与分享，所以又可以将其称为

数字化新媒体。

2.2 新媒体技术的特点

首先，是数字化的特点。数字化的特点是新媒体最主要

的一个特点，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数字化传播达到广泛覆盖的

效果。互动性属于新媒体所呈现给社会群众的最常见特点，

相比较于传统的传播媒介，单向传播来讲，新媒体传播打破

了这种限制，使得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能够进行双向互

动，大大增加了互动的及时性以及有效性。最后，因为基于

互联网进行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所以新媒体拥有更加开放性

的特点。这也是现如今对新媒体褒贬不一的主要原因，因为

在为我们带来有效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有害的因素，

这些因素若人们没有真正的识别能力，那么则会对思想观念

以及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在进行问卷调查过程中，选择中国不同类型的高校，并

且对高校内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随机抽取。所抽取的各年级

学生占比分别为 40%，32%，20% 和 8%。其中男生人数的占

比为 60%，女生人数的占比为 40%。除了接受教育者之外，

主动进行授业解惑的教师，则全部参与了此次调查问卷与统

计当中，同时也包括了一些班级的辅导员和相关工作领导。

此次共发放 800 份调查问卷，对学生进行调查，有效回收的

调查问卷为 710 份。

3.2 研究方法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有效回收，然后使用 spss 统计

软件对所获得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本次调查过

程中，主要通过三个指标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三个指标

分别是高校师生对新媒体的认知程度，高校师生媒介素养是

否完整，以及最后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新媒体体现的

信息。通过这三个指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新

媒体应用的现状进行深刻的研究。

4 研究结果

4.1 高校师生对新媒体的认知程度

对于高校师生来讲新媒体虽然属于一种新生事物，但

是了解程度还是可以的在回收的调查问卷当中，有 68.2% 的

师生对于新媒体处于完全了解和基本了解状态，有 31.8% 的

师生对新媒体处于不了解或者是基本不了解的程度。同时对

于新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优势与劣势问题，有

46% 的师生认为新媒体的利大于弊，有 26% 的师生认为新媒

体的弊大于利，而剩下的 28% 的师生，则对新媒体在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中的利弊没有明确的判断。同时通过其

他方式对高校师生进行了解，高校师生对新媒体的接触，主

要是通过现如今的互联网以及电视和广播等多种形式，其中

主要是以互联网为主体，而且相比较于其他方式来讲，以互

联网为主体进行新媒体的认知要远远高于其他形式。

4.2 师生对新媒体的看法

对于高校师生来讲，因为自身的思想水平以及素质较高，

所以对于新媒体都有着较高程度的理解。但是当新媒体与思

想政治教育结合之后，高校师生对于这种结合的认知并不是

非常的统一。基于这种情况，导致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

教育结合存在了一些阻碍。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

有 42% 的学生利用新媒体来进行休闲娱乐，或者是与亲朋之

间进行联系与教育相关的资料查询，占比仅为 22%，同时对

于新闻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信息通过新媒体进行获取，占比为

16%，其他的 15% 师生在应用新媒体时作为学习必需品，最

后剩余的 5% 为其他项。低于互联网，利用新媒体，在上网时

长方面有 34%的师生在两小时以下，有 45%的师生是 2~5 小时，

5 小时以上的占比为 21%。

4.3 新媒体的媒介素养

虽然新媒体在现如今高校师生内部已经被足够了解，但

是相关的媒介素养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标准。从事思想政治教

育的教师以及辅导员等相关职责人员所拥有的媒介素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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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近 90% 的师生认为需要在多媒体的运用上进行熟练，而

有 71% 的师生则认为在进行新媒体的应用时，应有针对性地

面对学生个人来进行，有 60% 的师生认为对于新媒体的应用

应该积极的引导并且进行讲解，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对新媒体

进行应用。[3] 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仅带来了我们所需要的相关

知识以及有利事物，同时一些有害因素也在新媒体广泛普及

的过程中进行了传播。所以学生需要掌握对有害因素进行识

别的能力，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在广泛的信息中筛选对自己有

利的信息。

5 讨论

通过以上调查问卷及后续研究，能够发现在高校内部应

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存在着许多挑战，而

且因为新媒体属于隐性教育资源，所以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变

得很被动，并且没有发挥出实际作用，导致效率低下。教育

资源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对于学生所接受的政治思想学习

来讲，都难以达到有效的结合，所以在应用新媒体教学资源时，

学生的接受度或者是通过新媒体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够

达到的预期效果，都难以得到真正的保证。所以基于新媒体

环境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5.1 增强教育学习互动性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照本宣科式的知识灌输，所

以在课堂上互动性非常低，而基于新媒体环境所开展的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则需要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增加针对性，使学

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疑惑能够得到及

时有效的解决。通过新媒体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互动

性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向学生传播更多的知识，而且不断的

对知识内容进行更新，使得基于新媒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能够更加容易被学生群体所接受和认可。而且对于教学来讲，

传统的教育学对于基于新媒体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讲已

经不再适用，互动式教学在于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改变，主体

是学生和教师，而不是过去的以教师为主体，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以及参与性更高。

5.2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

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所以在高校内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时作为授课接受者的群体学生来讲学习思想政治有自

主意识。与传统教育不同，基于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学生的主动性以及自主意识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激发，因为新

媒体传播内容更加开放以及自由和广泛化，所以学生在接受

知识的过程中会有选择性的并且自我对信息进行甄别，接收

对自己有利的，并且符合自己的相关知识，而对于一些其他

的有害信息或者是不适合自身发展的则持不接受态度。

5.3 媒介素养的提升

教育传统的教学环境来讲，以新媒体为基础的教学环境，

覆盖的内容更广泛，所以在针对媒体信息进行评论以及批判

整理和理解时具有更高要求，在不断融合过程中，基于新媒

体的媒介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了知识信息教育以及网络技术

和网络内容教育。通过以上调查研究，我们知道在媒介素养

方面，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存在很大的不足，所以在新媒

体环境下，应当通过新媒体技术使师生的媒介素养得到真正

的提升，从而更好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进行结合，同

时通过提升媒介素养降低或者是避免不良因素及信息对教学

所带来的影响。

综上所述，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

当不断进行问题发现与解决，更好的促进新媒体技术与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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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中高职贯通教育模式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模式，中高职学生是职
业教育的重要群体，正处于身心发展、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提升中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助于增
进其心理健康，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笔者从关注当代中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和影响因素，主要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从个人、学校、家庭、社会四个层面探讨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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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感是反映社会和个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主

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是心理学研究

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人们研究幸福的关键点，

它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也是个体根据自己

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它是衡量个人生

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 [1]。

中高职贯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职业

教育模式，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经过中职和高

职的贯通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

中高职贯通班学生（以下简称中高职学生）作为职业教育的

重要群体，正处于个性发展和人格成熟的关键时期，肩负着

祖国的未来和民族振兴的重任，因此，研究提升中高职学生

主观幸福感的策略，促进中高职学生心理健康 , 提高人才培养

的质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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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

为了了解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笔者以中国上海

市金山区二所职业学校（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校金山分校、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的中高职学生为样本，在中高职一年级

至三年级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采用的问卷是

苗元江教授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2]。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18 份，收回有效问卷 415 份。

2.1 幸福指数得分情况

据统计，本研究 415 份有效问卷中，幸福指数平均得

分 6.116，标准差 1.455，最高分为 9 分，最低分为 1 分。

其中非常痛苦（1 分）者有 2 人，占 0.48%；很痛苦（2 分）

者有 4 人，占 0.96%；痛苦（3 分）者有 8 人，占 1,93%；

有 些 痛 苦（4 分） 者 有 22 人， 占 5.30%； 中 等（5 分） 者

有 124 人， 占 29.88%； 有 些 幸 福（6 分） 者 有 73 人， 占

17.59%；幸福（7 分）者有 123 人，占 29.64%；很幸福（8 分）

者有 34 人，占 8.19%；非常幸福（9 分）者有 25 人，占 6,02%。

（见图 1）总的看来，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整体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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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高职学生幸福指数分布图

注：1= 非常痛苦；2= 很痛苦 3= 痛苦；4= 有些痛苦；5= 中等；6= 有些
幸福；7= 幸福；8= 很幸福；9= 非常幸福

2.2 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得分

本研究对主观幸福感九个维度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除

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外，其他各维度得分均高于 4 分，各维

度得分由高到低的排列为：友好关系＞健康关注＞自我价值

＞利他行为＞生命活力＞人格成长＞生活满意＞正面情感＞

负面情感。其中友好关系得分最高（5.36），负面情感分数最

低（0.93）。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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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九维度均分排序分布图

2.3 最能影响幸福程度的事件选择结果

第一，拥有温暖的家庭，351 人，占 84.58%；第二，开

心快乐，336 人，占 80.96%；第三，交到好朋友，334 人，占

80.48%；第四，身体健康，329 人，占 79.28%；第五，有足

够的零花钱，303 人，占 73.01%；第六，学习成绩不错，294

人，占 70.84%；第七，找到好工作，251 人，占 60.48%；第

八，自我价值实现，249 人，60%；第九，帮助他人，209 人，

占 50.36%；第十，其他，106 人，占 25.54%。

2.4 访谈结果及分析

通过与学生的访谈后，我们经过整理，得出以下结论。

2.4.1 有些学生对于什么是幸福以及对幸福的感受没

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可能由于这些学生从初中的学习环境进入职业学校，在

思想上、行为上还未完全成熟，所以很难对自己的主观幸福

感做出正确的评分。部分学生简单认为学校的硬件条件直接

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2.4.2 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低与他们对未来目标感有

无相关

对于那些对未来有目标、有追求的学生而言，在德智体

美劳各个方面，会更加努力，在学习的进步、获得成功的过

程中，幸福感得到提升；而对于那些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学生

来说，他们在各方面的动力不足，成就感很小，幸福感水平

就低。

2.4.3 学生在与他人交往、相处的过程中能够获得较

大的幸福感

学生希望参加各种团体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愿意与

朋友接触，希望得到周围人如老师、同学及家长的认可，并

从中找到幸福感和自身价值，提高自信心和归属感。但是，

他们也承认在与同伴相处的过程中，对情绪的控制力不强，

遇事易冲动，容易与同伴发生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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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在总体上较为稳定，

同时也发现不同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别、年级、

专业、生源地、学业状况、是否学生干部、专业满意度、学

校环境在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九个维度及幸福指数的得分

有不同差异；独生子女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九个维度及幸福指数的得分相当。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学生

访谈后综合分析，除以上这些差异外，学生对幸福的认知因素、

情绪情感因素、环境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等都对中高

职学生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4 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著名的教育理论家马卡连柯曾经说过：“我确信，我们

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仅仅在于培养能够最有效地来参加国家建

设的那种具有创造性的公民，我们还要把我们所教育的人变

成幸福的人 [3]。”不难看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得到幸福，

提高其幸福的体验。实际上，教育的过程就是教育者引导受

教育者学会如何追求真善美的过程，是学生通过学习内化知

识的过程。根据中高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针对中高职学

生主观幸福感提升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策略。

4.1 提升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方面

4.1.1 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正确、

科学的幸福观

目标理论认为，需要的满足与目标的实现是主观幸福感

产生的重要来源 [4]。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知，低层次

需要满足之后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将激发新的奋斗目标以

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体验。生活因目标而有意义，树立远大

人生理想与目标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同时，实现目标

的过程能使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状态，而目标、理

想的缺失，则会使得主观幸福感丧失。因此，要提高中高职

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最主要就是要加强对学生的人生观、价

值观的引导，培养正确、科学的幸福观。职业学校要引导学

生明确职业未来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做好职业生涯的规划，

掌握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并把这种教育

融汇于课堂教学和生活和工作中，以人为本，学校完善教育

教学过程，包括升旗、一日三餐、人际交往、语言交流、上课、

各种活动、体育锻炼等。

4.1.2 培养学生积极人格的塑造，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职业学校的中高职学生年龄在 16、17 岁至 20、21 岁，

处于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其人格特征尚未完全定型，人格

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紧密。测试主观幸福感的最好指标就是人

格因素，因为外因必须通过内因发生作用。要提高中高职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应把人格教育放在首位，重视对学生人格

发展的引导，使之正确的认识自我，并把现实自我与理想自

我统一起来，从而发展健全的人格。职业学校教育不仅仅是

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的传递，更是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和教育，

通过人格教育，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肯定自我，从而

超越自我。

4.2 提升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方面

4.2.1 从个人层面介入

①提高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能力

每个中高职学生在生活环境、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自我存在，对于同一

件事情或同一物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觉和富有个性

的看法。主观幸福感的判断理论认为，主观幸福感产生于现

实条件与某种标准的比较。现实条件高于标准时，主观幸福

感就高；反之，幸福感就低。社会比较理论和适应理论都是

判断理论的变式。许多研究证明了这一理论。本研究中，不

同的月开支收入的中高职学生在主观幸福感量表各维度和幸

福指数的得分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这也很好地支持了这一理

论。大多数的中高职学生的月开支水平都不高，也无所谓幸

福不幸福之说了。由此看来，中高职学生如何理解幸福的内

涵是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前提，要引导学生学会用辩证的、联

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学会如何区分本质与现象、主流

和支流，懂得正确与错误、福与祸、成功与失败等对立面相

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这样的话，中高职学生的主观

幸福感就会得到提高。

②引导学生掌握人机交往技巧，和谐人际关系

职业学校的中高职学生，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家庭

背景，怀揣着不同的目标，从初中进入职业学校时首先面对

的就是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许多研究发现，拥有良好人际

支持系统的个人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5]。因此，建立和谐

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交往氛围，意义非常重大，在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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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环境中，人的情绪体验也会比较积极，易感受到幸福感。

学校应该开设人际交往的相关课程，让学生掌握人际交往的

技巧，引导学生改善社会认知，培养良好的交往观念和态度，

提高交往的水平。学校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

如各种社团活动、勤工俭学活动、社会调查等，使学生在活

动中通过彼此的沟通和交流增加交往的能力，学会一些处事

之道。在人际交往中，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以获得积

极的幸福感。

4.2.2 从学校层面介入

①重视团队建设，构建和谐班集体

教育应是幸福的教育，教师正是幸福教育的指导者，通

过因材施教，为学生的发展、就业等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

作为班集体的教育者、指导者和组织者的班主任和辅导员，

必须具备高超的领导艺术，最大限度发挥每一位学生的潜能，

创建优秀的班集体，提升班级学生整体的幸福感。其一，加

强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学习，能够驾驭班级，通过开展各种活

动，增强学生积极情绪体验，满足学生群体成功的需求；其二，

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及时疏通学生的消极情绪，构建和

谐的班集体。

②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首先，学校要营造心理关注的氛围，学校所有的教职员

工都负有关心、教育、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责任。教师的关

注会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温暖，皮格马利翁效应便说明了教

师关注、期待对学生的重要作用，促进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其次，积极发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如积极心理学、人际交往、

心理健康等的作用，培养学生正确的幸福认知，同时关注主

观幸福感低的学生的心理状况，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并妥善处

理。第三，发挥学校心理咨询室的作用，优化情绪的疏通机制。

如入校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普查，从中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并及时发现有心理异常的学生；定时对学生进行心理健

康调查，建立学生的心理档案；全方位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最后，采取多种形式的幸福感教育，包括针对不同年

级开设相应的心理辅导讲座、沙龙和各种社会活动等。

③营造幸福的校园环境和积极的校园文化氛围

其一，学校应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完善基础设施、硬件

设备，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其二，学校要营造积极

向上的校园文化。具体如校风、学风、学校的舆论导向、文

化娱乐、师生关系等。其三，引进企业文化，突出职教特色。

事实证明，凡是真正实施“校企合作”的职业学校，其毕业

生就更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反之则不然。如定期选派相关的

专业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到优秀的企业学习，感受企业文化，

让企业文化渗透到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和校园文化中，从而

使学生吸纳优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诚聘企业精英担任校园

文化建设的顾问或指导老师，出谋划策，并定期召开讲座，

培训学生；实施全方位的“校企结合”，使其优秀的企业文

化渗透到办学的各个环节。最后，整合教学资源，共享主观

幸福感的教育成果。如学校与其他专业团队组成一个经验丰

富的心理学教学科研团队，开展中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

究，提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④加强学生的就业指导

目前职业学校学生的就业问题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也

是中高职学生非常关心的问题。学校应该积极为学生创设机

会并搭建平台，增加他们驾驭社会工作的能力。如有计划地

开展就业讲座，让学生了解就业形势，分析目前就业态势，

消除自身面临就业所产生的困惑；广泛建立社会实践基地，

引导广大学生充分利用节假日、寒暑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了解社会，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在

实践活动中加强自信，提高幸福感体验。

4.2.3 从家庭层面介入

家庭是最主要的社会支持系统 [6]。家庭环境是学生重要

的成长环境。家庭环境是否和谐会影响每个人的学习、生活

和工作，会影响人的主观幸福感体验。本次研究的问卷调查

中发现，“最能影响幸福程度的事件”选项中，学生把“拥

有温暖的家庭”放在了在第一位；本次研究访谈中也发现，

良好而宽松的家庭氛围，可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在

家长的耳濡目染之下，学生对于主观幸福感的体验也会有正

确的认知和理解。由此可见，家长要重视孩子对于家庭情感

上的依赖，构建良好的家庭环境，融洽和谐的家庭氛围，从

而提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体验。

4.2.4 从社会层面介入

中高职学生的幸福感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教育不

仅仅是学校或家长的任务，大环境更决定了一个学生的成长

和成才。因此，中高职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国家、社会、学校、

家庭的通力合作。其一，国家从宏观层面颁布相关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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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关制度，在生产服务、生活服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等方面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拓展就业领域，疏通就业渠道，

为中高职学生创造更多、更大的就业空间 [7]。社会对每一位

中高职学生“不抛弃、不放弃”，营造积极的社会文化氛围

和舆论导向，传播社会正能量。只有这样中高职学生才能看

到职业教育的希望，产生更大的学习动力，提升在职业学校

的主观幸福感，健康成长和成才并奉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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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ffect——Tak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uilding Materials” as an Example 
Zhaohui Wu 
Jincheng College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31,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Materials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comprehen-
siveness, wide range of knowledge and strong practicality. How to make the classroom “live” and students “busy in learning” and then 
make the teaching effect “real”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Tak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uilding Material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ultivate idea of students-centered education and how to build a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golden cours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ea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urse education and 
benefit the students [1]. 
　
Keywords
teaching effect; teaching of building materials; teaching reform; reform measures; training goals 

基于教学效果提升的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以《建筑材
料》课程教学改革为例　
伍朝晖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中国·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

《建筑材料》是土建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综合性强、知识面广、实践性强的特点，如何通过课程教学改革，
让课堂“活”起来，让学生“忙”起来，继而让教学效果真正“实”起来，是文章探讨的重点。论文以《建筑材料》课程教
学改革为例，探讨教师在树立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着力提高课程“两性一度”上，如何通过各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探
索与运用，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实实在在提高课程教育质量，让学生受益 [1]。　
　
关键词

教学效果；建筑材料课程教学；教学改革；改革措施；培养目标　

 
1 《建筑材料》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建筑材料》这门课作为土建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

课，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土建类专业

本科生的培养而言，该课程的学习不仅对其大学专业知识和

实践环节的学习有着重要指导的意义，即便在其毕业进入相

关领域工作，仍会在材料的选择、使用、检测等环节或多或

少遇到。所以，课程教学活动的开展必须结合中国当前“新

工科运动”的特点，按照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最新的有关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由于课程内容本身相对单调、枯燥，

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难以让

课堂“活”起来，让学生“忙”起来，也就谈不上教学效果“实”

起来 [2]。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工程教育也

随之进入快速和根本性变革时期，高校从事工程教育的教师

应该也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认真思考学生

通过你的课程传授和学习，是否具备当今和未来社会、经济

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教师如果不顺应中

国工程教育改革的洪流，“不顾方向，埋头拉车”，继续采

用不将知识的传授与学生素质、能力培养有机融合的，以及

不关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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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迟早会被高等教育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2 《建筑材料》课程教学中主要教学环节存在

的问题

2.1 教学手段和教学技术上的缺陷影响着工程教育课
堂教学效果和质量

尽管大部分教师会在课堂教学中采用 PPT、视频等多媒

体技术，但由于缺乏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利用，有的

甚至是缺乏认识，加之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根本无法帮助“新

工科”学生完成对大量知识和相关信息的系统掌握、深刻理解、

形象记忆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社会需求也对优秀工程人

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高校的教育教学特别是工程

教育更能贴近实际，满足用人单位对人才拥有知识、能力和

素质的所有实际需求，包括想象。这些都在客观上促使我们

必须打破传统课堂及其教学方法的限制，思考采用一种全新

的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满足社会变革对工

程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3]。

2.2 学生成绩评定方式的单一制约着教师对课程教学

效果和质量的自我监控，和对学生的督促

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的单一制约着教师对课程教学

效果和质量的自我监控、检视，以及对学生相应的督促和帮扶。

教师在课程教学效果和质量的自我监控环节，仅仅使用学生

的期末考试成绩作为评价依据，显然是不科学的，作用也不大。

首先，期末考试属于“终结性评价”，它让教师更多地关注

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所获得的专业知识，而忽视对其实践能力、

创新精神、心理素质、学习态度等综合素质的考查，再加上

考评方法单一，一般仅仅是依据期末的笔试成绩，所以评价

结果不全面、也不科学。其次，“终结性评价”方式虽然对

任课教师未来总结和提升教学效果有一些帮助，但因其不能

在行课过程中及时发现教和学中的问题，从而随之调整教学

方法和手段，及时提醒和督促学生学习，所以评价作用不大。

对学生而言，也不能以问题为导向有效地激励自己学习，帮

助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

3 《建筑材料》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

3.1 教学方法改革

为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

决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对于《建筑材料》这门

课程的讲授，必须因课制宜选择教学方式方法，在过去简单

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加强课程体系整体设

计，除了教学内容体现前沿性和时代性，知识结构体现学科

交叉融合外，主要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

的 " 线上线下混合式 " 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网络在线和开放教

学优势，持续推进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提高学习效果 [5]。

3.2 教学资源信息化建设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课程建设平台，加强课程与教

学设计、教学课件、案例库、试题库、作业库、素材资源库

等课程资源建设，不断丰富教学资源。

一方面，加强线上课程的整体设计。要确保教学效果，

就离不开对线上课程的精心设计和安排。《建筑材料》这门

课程的线上教学主要是通过利用学校的数字资源库“锦城在

线”课程平台完成的，线上课程的知识点与教材一一对应，

每个教学环节都有相应的学习内容，如微课、动画、PPT、习

题集、拓展资源等，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线上的自主学习、

与老师互动和学习效果的自我检测等。学生登录“锦城在线”

课程平台，点击任意一个学习情景，都有对应的微课、动画、

PPT、习题、图集、规范等。比如：点击微课学习界面，可以

观看微课，参加课程学习；点击课程 PPT 界面，就会出现微

课和授课的 PPT，微课 PPT 与微课对应，讲授一个简单的知

识点，授课 PPT 与授课视频对应，讲授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点击拓展资源界面，会出现相关规范或建筑图片集等，供学

生随时调取、查阅、学习；点击在线习题界面，学生可以通

过在线答题系统完成练习题，提交答案后，系统会自动提示

对错，给出正确的答案及答案解析，方便学生对照解答 [4]。

另一方面，丰富在线课程的教学资源。“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有效实施和应用的基础是建好用好包括自己学

校在内的在线课程平台。在《建筑材料》这门课程的实际教

学中，学生通过线上课程的学习，扩大了书本原有知识的信

息量，这来源于学生取之不尽的知识海洋——数字资源库“锦

城在线”课程平台，而它需要任课教师在不断收集、筛选知

识的基础上，丰富、完善和更新在线课程平台的数字资源库，

它的使用者——学生就可以从知识的大海中源源不断地汲取

养分，充实壮大自己，最后成为相关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

甚至是研究者和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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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式的改革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强化学生学习过程管理及考核，建

立“形成性评价”机制，积极采用非标准答案的考试形式，

全面考核学生的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形成性评价”是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教学中的

问题而进行评价。一般采用非正式考试或单元测验的形式来

进行。它方便教师随时了解学生在学习上的进展情况，获得

教学过程的连续反馈，为教师随时调整教学计划、改进教学

方法提供参考。同时，对学生而言，可有效地激励学生学习，

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

强自信心，培养合作精神等 [6]。

因此，《建筑材料》这门课程总评成绩采用“形成性评

价”成绩 +“终结性评价”成绩。其中，“形成性评价”成

绩 = 单元测验、随堂考试、课堂表现成绩等（占比 50%，多

次成绩以平均值计入）+ 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考勤、随堂练习、

课后作业等，占比 10%）；“终结性评价”成绩 = 期末考试

成绩（占比 30%）+ 课程论文成绩（占比 10%）。“终结性评

价”是为未来提升教学效果所进行的评价。它与“形成性评价”

有机结合，形成的学生成绩评定方式是教师有效开展教学活

动的重要依据。

4 《建筑材料》课程教学改革达成的培养目标

4.1 强化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以
及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新工科培养的学生应该具有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能够

及时跟踪并吸收新知识，而利用在线课程这一新的教学模式

从教学重构的角度给学生提供了自我学习的平台。通过在线

课程平台，学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观看课程知识点讲解，

完成在线测试，还可以与任课教师或学生交流学习中的疑难

问题。在线课程互动性强，它不是单一的一节课，而是完整的、

系统的网络开放课程，它正在悄悄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也给工科专业的课程教学带来新的机遇 [8]。

而线下，教师也应该在加强课程体系整体设计的基础上，

利用问题导向和任务导向教学法组织课堂教学。在问题和任

务的有效驱动下，学生不服输的心理倒逼自己发挥主观能动

性，在讨论和交流中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在碰撞中迸发学习

灵感，使思维逐步深入，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独立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注重课程知识与实际、时代的结合，培养学生终

身学习必备知识和技能

书本知识是固定的、有限的，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这在工程教育中体现尤其明显。当

今中国“新工科运动”蓬勃兴起，高校教与学的行为及其评

价方式都在改变，工科课程教学更应结合实际，侧重传授解

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能，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课程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促使学生对困难和问题积

极思考解决，在强化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同时，引导他们树立

积极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建立科学的学习方

法，使他们在未来工作中能够通过自己终身持续的自学钻研，

去积累新知识、丰富经验、提升专业技术技能，从而实现自

身的可持续发展 [7]。

4.3 在课程知识的传授中，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

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

交流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获取新知识

的能力等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和学习中

也是如此。只有懂得团结协作的人，才能明白团结协作对自己、

对别人、对整个团队的意义，才会把团结协作当成自己的一

份责任。课堂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根据需要将一个自然班

的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分别扮演工作场景中的不同角色，比

如：施工现场生产小组、监理小组等。通过实际操作和验收

场景的角色扮演，培养学生知识的运用能力、工作能力和社

会交往能力等。课程在讲解“混凝土粘聚性”部分时，又为

学生设计了相关试验报告编制环节，让学生分小组组织讨论，

由组长汇总意见并编制试验报告，之后小组间就实验报告再

次展开讨论，相互评价，最后老师点评。通过这样的情境教学，

使学生不仅熟悉了各种试验的技术要求和实验方法，还锻炼

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组织能力、协作能力、语言表达和写

作能力等 [9]。 

5 结语

论文以《建筑材料》课程教学改革为例，初略地探讨了

新工科建设中专业课教师如何通过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资源

信息化建设以及课程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方式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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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课程的“两性一度”，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

实实在在提高课程教育质量，让学生受益。此外，我们一定

不能忽略的是，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日新

月异的世界，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课程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

但“路虽远，行则将至”，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我们老师永远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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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al economy,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both opportu-
nities and challenges, people’s social competition pressure is increasing, and individual survival pressure is increasing. In addition, the 
value integration, conflict and colli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etwork culture,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one-child fam-
ily education problem, mak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omplex, their ideology, moral concept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life value are facing serious threats and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roblems in the 
safety, health, psychology, behavior, morality, rule of law, life concept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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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 世纪，随着科技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下，人们的社会竞争压力日益加重，个体的生存压力越
来越大，加之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价值融合、冲突与碰撞，以及日渐凸显的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使中小学
生的心理状态错综复杂，其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认识，都面临严重的威胁与挑战。与此同时，当代青少年
的安全、健康、心理、行为、道德、法治、人生观念等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关键词

生命教育；心理健康；德育教育　

 
1 问题的提出

据国家“安康计划”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中小学生因

溺水、交通事故等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有 40 多人。溺水在

青少年意外死亡所占的比重是 57%，每年平均约有 9000 多名

学生溺水死亡；中国平均每年交通事故近 10 万起，每年约有

近 1.6 万名儿童因交通事故致残或死亡。安全事故已经成为

14 岁以下少年儿童的第一死因 [1]。

据卫生部通报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报

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 /AIDS 病人 664751 例，

报 告 死 亡 209279 例。 本 年 新 发 现 HIV 感 染 者 /AIDS 病 人

124555 例。中国平均每年正以 30% 的速度递增，其中，1/3

以上是 15—25 岁青少年。

据公安部禁毒局通报显示，截至今年 2014 年 4 月底，中

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 258 万人。按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比例

计算，中国实际吸毒人数超过 1000 万人，吸毒人群中 75% 以

上是 15—35 岁年轻人。毒品已成为当今世界与恐怖主义、艾

滋病并列的三大公害之一。

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平均每年有 28.7 万人死

于自杀，200 万人自杀未遂，八成自杀者患有抑郁症。自杀已

成为 15-35 岁青年群体中死亡的第一位原因，且呈现出明显

的低龄化趋势。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的《全球癌症报告 2014》

显示，中国每年新增癌症病例约 350 万，约有 250 万人因此

死亡，平均每天新发肿瘤病例约 855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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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告诫我们：加强生命教育，重视生

命关怀，引导青少年走出生命误区，指导中小学生树立积极

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提高珍爱生命的意识和能力，

已成为现代教育不容忽视的一环。

2 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围绕生命教育、教育质量绿色评价改革，课题组先后申

报了省教学研究课题《家庭教育缺失儿童学习习惯及行为品

格教育对策研究》（批准号 2015YB0431）、青岛市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重大招标课题“激发农村学校内生发展活力

的政策与机制研究”子课题《县域中小学开展生命教育专题

研究》, 在各级专家引领指导下，凝聚全市教科研力量，务实

创新，深入研究探索生命教育实施路径。

2.1 解决的主要问题

面向高中学段，辐射初中与小学段，研发生命教育课程，

建设生命教育资源库，探讨中小学实施生命教育的路径。

①指导学生了解生命的基本特征、生命发生发展的基本

规律及影响生命成长的主要因素，理解生命中的各种生理和

心理现象，懂得生命的唯一性和不可逆转性。

②指导学生树立生命可贵的意识，掌握保护生命的知识

与技能，学使学生由感性到理性，由认识、体验到感悟，进

而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会处理生命危急时的干预技能，

树立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预防各种伤害生命事件的发生 [2]。

③指导学生保持心理和情绪健康，形成积极、乐观、热

爱生命的人生态度，合理规划人生，追寻生命的不断发展和

完善，最终实现自己的生命追求，激发自己的生命潜能，体

悟自我实现的幸福。引导学生用客观的态度看待困难和挫折，

珍爱生命，体悟生命的价值。

2.2 解决问题的过程

2.2.1 实验起始阶段（2016 年 8 月 -2016 年 11 月）

按照“科学规划、联合研究、突出重点、典型示范、实

践反思、提升完善”的思路，成立教体局分管业务副局长任

组长 , 教研室、教科所、心理部主任任副组长的课题研究领导

小组，采取点面结合模式，组织全市中小学校同步研究与实施。

2.2.2 实验研究阶段（2016 年 12 月 -2018 年 5 月）

课题组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定期深入到实验学校

进行调研，对实验学校生命教育活动进行跟踪指导服务，科

学组织撰写课题研究阶段性总结，保障课题研究的有效性。

加强深度调研和理论研究，落实研究激励措施。先后组织科

研骨干到中国上海、北京、云南、黑龙江、重庆、西安、济南、

淄博等相关特色学校进行考察学习。

2.2.3 成果总结阶段（2018 年 6 月 -2018 年 8 月）

通过收集研究资料，整理研究数据、汇总各模块课题研

究成果，撰写研究报告，全面总结实践研究成果，形成可复制、

可借鉴、可推广的生命教育教学模式，初步形成了具有莱西

地方特色的生命教育模式。

2.3 研究支撑性理论

2.3.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播获得的，而是学

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中，借助他人（教师和学习伙伴）帮助，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主动建构意义的方式获得的。其

理论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

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的主动建构 [4]。

2.3.2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马斯洛认为一切人都拥有一种对于成为自我实现的人的

先天性追求和倾向。而这种追求的满足和实现，是建立在较

低需要（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和尊重

的需要等）的满足之上的。我们的潜能能否实现决定于个体

和社会力量，这些力量促进或阻止自我实现。

2.3.3 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理论

杜威认为 “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最好的教

育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本课题旨在通过

社会这个大课堂，让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创新。

2.3.4 “群体动力”理论

“群体动力”理论认为，在一个合作性的集体中，具有

不同智慧水平，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思维方式的成员可以相

互启发，相互补充，在交流的撞击中，产生新的认识，上升

到创新的水平，用集体的力量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5]。

2.3.5 破窗理论

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观察总结的“破

窗理论”指出：一扇窗户被打破，如果没有及时修复，将会

导致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环境可以对人产生强烈的暗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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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诱导性。

2.4 解决问题的方法

2.4.1 凝聚智慧，团队合作，联合攻关

围绕需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采取文献研究法、调查

研究法、行动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经验总结法、

量表法、统计法等科研方法，挖掘影响生命发展的内因和外因，

以生命教育之安全、健康、行为习惯、幸福教育、品德与法制（含

预防艾滋病、毒品预防）、心理健康、梦想励志奋斗、人生规划、

人生智慧等九大教育模块，组织全市中小学联合攻关。

2.4.2 坚持“问题”导向，研发课程和通用视频

①拟定课程实施方案，为解决问题引航

根据目前学生普遍存在的各类问题，关注社会上涉及青

少年发生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在“以生为本”和“和

谐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和特点及实际需求，按照生命发展和成长的规律，围绕认

识生命、爱护生命、完善生命的主线，选择贴近现实的内容

和问题，使课程成为学生生命完善发展的有效载体 [3]。

②以“评”带“编”，征集通用教案

通过调研，制定和印发《中小学生命教育研究课题参考

目录》，明确需要预防和解决的学生问题，通过开展全市生

命教育优秀教学案例评选，带动和激励全市骨干教师参与生

命教育，研发编写出“鲜活”的教学案例 [6]。

③二次备课，全市巡讲

组织入围优秀作品的教师，对其它样本教案研究的核心

问题进行合并消化，对通用教案进行二次创新，力求内容更

贴近生活和现实问题，确保课堂不走过程，全方位帮助学生

纠正不成熟的心理缺陷，引导学生走出生命认识误区。

④汇编教案，形成“教案式”课程

重点将心理、安全、健康、行为习惯、品德与法制等生

命课程进行融合研究，探讨生命教育课节数设置与授课形式，

研究提高学习效果的方式方法。

⑤试点推进，形成模式

组织职教中心、莱西四中、莱西一中等 20 处学校进行生

命教育教学试点，在反复论证基础上，全市逐步统一了生命教

育教学基本模式：中小学的安全、健康、心理、体育、思想品

德、科学、生物、物理、化学、综合实践等现有课程中，零零

碎碎涉及了生命教育概念内容和基本元素，组织开展生命教育，

是对这些生命教育元素的补充、延伸、深化和拓展，也可根据

每月主题教育、班队会、社团活动等，组织观看生命教育专题

视频。每学期各学段涉及生命专题教育，累计不少于 20 节。

⑥研发通用课堂视频

在现代网络媒体的高速发展的条件下，传统的口头说教

模式、课堂授课模式，孩子们已听够了、听腻了，甚至听烦了，

用“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好、该不该”等枯燥乏味言语说教，

对新一代青少年已失去实际效果。在研发生命教育资源库过

程中，我们经历了两轮次探索实践，立足中小学教学需求，

先后印发《中小学生命教育课堂评价要点》和《中小学生命

教育讲座评价要点》，建立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生命教育课堂

教学资源库。

一是课堂模式：2014-2016 年，通过探索，指导教师把

生命教育巡讲作品，在录播教室录制成通用课堂视频，供中

小学教师教学直接选用；视频沿用了传统的讲授模式，专业

知识性较强，教学环节中规中矩，课堂吸引力与教育效果有

待改进。

二是讲座模式：2017-2019 年，通过研究梁宏达、蔡静、

于丹等名人讲座视频，吸取动物世界、自然传奇等电视台相

关节目的录播模式，指导教师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处理，

录制为通用讲座视频，力求融入故事视频、案例视频、新闻

视频，专家视频，提高教育人、熏陶人、影响人、凝聚人、

感染人、警示人的教学效果，为生命教育教学提供可直接播

放的“故事式”教学视频。

2.4.3 实施办学质量评价改革，促进生命教育的有效

实施

围绕莱西市中小学教育绿色评价体系（试行）和青岛市

重大课题《中小学办学质量监测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研究》，

对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三个评价维度进行了改革

实验，包括“品德发展水平、身心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

学业负担与学习动力状况、学业发展水平”等八方面指标体系，

初步形成绿色评价模式。 

一是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不仅关注学业成绩，而

且关注学生创新、探究、合作与实践等能力的发展，以及良

好的心理素质、学习兴趣与积极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发展。

二是注重对个体发展独特性的认可。通过给予积极评价，

激发学生多方面潜能，帮助学生悦纳自己、拥有自信；不仅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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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认识”或“概念”等认知层面，同时关注对“表现”

等行为层面的考察，以适应新时代对人才发展多样化的要求。

三是评价形式的多元性。包括学生、同行教师、领导、

教学督导；要考虑家长、政府和社会的评价；要让学生积极

参与评价，增强学生主动发展的内部动力，使他们学会诊断

与反思，自觉地调控学习行为，认识自我，建立自信。

2.4.4 实施精准帮扶工程，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应用的

关怀

先后探索实施了学生“全员包干制”和“全员育人导师制”，

为每一位学生都选一名导师 , 保证了育人的全员性，让每一个

孩子得到应用的关怀、帮助和教育。倡导“人人有才、人无全才、

扬长避短、人人成才”为教育理念，是小草就让他翠绿纷芳、

幸福绽放，是大树就让他根深叶茂，挺拔为社会栋梁。

一是健全学生成长档案。组织学生定期充实、整理个人

档案 , 记录在校的点点滴滴 , 总结每一段生命的历程，扬帆下

一个梦想的轨迹，让学生在不断地反思中健康成长。

二是把“爱”作为生命教育的灵魂。孩子身上的隐含的

问题很多，不仅表现在学习上，生活、交往、心理、身体等方面，

对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可能成为孩子进步的新起点、前进

的新动力；处理得不好，则会变为思想上的下滑点、倒退点。

面对问题学生，教师的问寒问暖与困难帮扶、谈心交流与心

灵沟通、学业辅导与人生激励、心理抚慰与思想启迪……真

诚温暖的话语、谆谆的教诲与叮咛、点点滴滴的帮助与辅导，

虽然默默无闻、平淡平凡，却彰显了教师无怨无悔的大爱、

授人以渔的高超智慧。

三是实施精细化管理，关注生命成长细节。细节管理是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的管理，是重精致、重过程、

重质量、重效益、重关爱的管理。简单不等于容易，布置不

等于完成，知道不如做到，要做就做细，一丝不苟。关注“学

生中的每一位、过程中的每一环、校园中的每一角”， 融入

爱心，呵护备至，关注行为细节，尊重个体差异。

四是实施读书工程，激发生命智慧。以青岛市“读教育

名著、做智慧教师”“十二五”读书实践工程为契机，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新鲜的、智慧的精神食粮，进一步增强自我

教育、自我保护、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提升自尊心、自

信心和责任感，使学生身心得到调息和反思，心灵得到抚慰

和引领。

2.4.5 实施精品社团工程，塑造健康的人格，激发人

生梦想

把学生社团建设作为德育工作的新抓手 , 中小学健全了

各类社团组织，进一步丰富国家课程辅导社团、文化艺术社团、

体育社团、未来职业兴趣社团等，倡导学生每周至少参加两

项社团活动。

指导学校把生命教育内容融入到社团活动中，把生命关

怀作为社团教育活动的价值取向，“关注、关爱、服务、尊重、

培养、发展、激励每一个孩子”逐渐成为社团活动的主旋律，

让每一颗追求梦想、追求幸福之心，在健康活泼、充满人生

智慧的兴趣活动中，得到激励、升华和重塑。德国哲学家雅

斯贝尔斯说：“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心灵唤醒另一个心灵”。

3 成果的主要内容

3.1 研发了中小学生命教育课程

按照生命教育“安全生活篇、健康生活篇、幸福生活篇、

习惯养成篇、人生智慧篇、梦想励志奋斗篇、国家民族法制

道德教育篇、生涯规划篇、心灵导航篇”等专题模块，研发

了《生命教育》9 大系列综合性校本教材，补充了生命教育内

容和知识体系，紧跟时代步伐和现实问题，完善了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思想“血液”； 编写生命教育之优秀传统文化导学

丛书《中小学生必背古诗文》，含小学、初中学段，共 18 册，

已与青岛出版社达成正式出版意向。

3.2 建立了生命教育视频资源库

评选优质课堂教学通用视频 200 多节，其中生命教育优

质课一等奖 85 节、公开课 120 节，建立起生命教育优秀通用

视频资源库。

生命教育视频，有着明确价值追求而又涵盖多重主题的

教育思想，它不仅通过语言或言论，而更多地通过生活实践

案例来教育人，既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给人以心

灵震撼和人格陶冶。

3.3 构建起“立体多元”心理教育模式 

①面向全体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建立了班级心理辅

导、团体心理辅导、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模式；

开设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在各项活动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宣传与普及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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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面向个别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建立了心理咨询室、

开通热线电话、开设心语信箱；建立了“心灵桥”心理辅导

网站，每周精选心理健康经典名言和正能量案例，阳光心情，

激励奋发。

③面向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模式：开展多层次、全

方位、多形式的培训，研讨心理测查、专题讲座、案例教学、

咨询模拟、主题研讨、小组讨论、经验分享、自助学习、互助

活动、观摩录像、评价考核等多种教学形式与评价方法，使理

论与应用、系统讲授与操作实习紧密结合起来 , 推进教师自觉

修正观念、转变行为，参与到促进学生心身健康成长的工作

中来。

④面向家长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模式：关注和研究了父母

在家庭教育知识方面的缺陷，这是制约中国人口素养和未来

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实施“家长教育提升工程”，举

办专题讲座、宣传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亲子辅导、家长

心理沙龙等活动，通过集体辅导、个别辅导、团体辅导等方式，

全面培训与提升家长家庭教育水平，促进了家长心理辅导的

有效性，帮助家长科学矫正学生不当行为，强化积极行为，

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

3.4 开创中小学德育教育新路径

一个民族凝聚的品德与思想决定了民族综合素养，也有

可能影响它未来的荣辱兴衰！德育是学校蓬勃发展的血液，

是学校振兴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品德是生命的灵魂，是生命

发展的核心力量。生命教育与品德教育高度融合，开创我市

学校德育教育的新路径。

生命教育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渗透了

公民意识与理想信念、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社会责任感和

担当精神、开放意识和文化包容态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等先进教育思想，融合了阅读与交流表达的能力、科学探究

能力、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团队合

作能力与组织能力、自我管理与规划能力等六大核心能力的

培养，指导学生形成了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 效果与反思

4.1 效果

4.1.1 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珍爱生命能力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是智慧、力量和一切美好情感

的唯一载体。生命受之父母、成于社会，凝聚众多情感，寄

予无限希冀。人人都拥有生命，生命的一次性和独立性告诫

我们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

升，社会满意度一直列莱西各部门之首。近三年来，莱西市

中小学生犯罪率为零，交通、溺水等意外死亡率下降了 90%

以上；生命教育为我市中小学生打开了另一扇安全智慧之门。

4.1.2 形成安全有序的“和谐型”校园

全市中小学积极创造和谐的校园环境和氛围 , 倡树干部

间、教师间、学生间、干群间和师生间的和谐关系。积极推

动家校互动、与社区合作、与企业合作的大教育体系 , 坚持落

实假期和周末“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的做法；定期开展“家

长开放日”和“定期家访制”。通过“全员育人导师制”, 落

实安全专题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 , 增强了学生的守

法意识和生命健康意识 , 实现了“以人为本求和谐 , 制度建设

促和谐 , 文明礼仪强和谐 , 环境优美育和谐 , 安全第一保和谐”

和谐型校园建设目标，提高了社会及家长满意度。

4.1.3 构筑起幸福教育新格局

生命教育关注学生情感世界，围绕生命意义、价值、责

任、发展跨学课融合展开，在教育中将人提高到“人”的高度，

最终把人还原为“人”，达到人的自我实现，进而使学生体

验到人生的意义、乐趣与幸福，帮助学生获得身心和谐和持

续发展的能力。 

4.2 反思

4.2.1 生命教育要坚持生活性原则

生命以社会生活为载体，社会生活是人的生命是存在形

式，人在社会生活中舒展着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自己的生存

状态，享受着生命的快乐和生活乐趣。只有将生命教育的课

程放到广阔的社会、时代与文化背景当中，帮助学生不断扩

展并丰富学习经历，积累生活经验，体验生活意义，并通过

案例反思感悟，才能真正促进个体生命成长，实现生命教育

的目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无痕的活动和体验中接受教育，才

能产生震撼生命的共鸣。

4.2.2 生命教育要坚持自主性原则

人的生命成长是自主、能动的，具有自主权，包括人的

生理发展和精神发展都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发展的主动权

只能在自身。生命教育强调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把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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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权归还给学生，给他们提供主动探索、分组探究、分

类感悟的空间，挖掘学生的生命潜能，挖掘学生的生命潜能，

使学生的生命处于最大限度的主动激活状态。 

4.2.3 生命教育要坚持尊重性原则

生命的个体形式是具体的、独特的、丰富的，每一个生

命个体都有别于其他生命个体的天赋、兴趣和爱好。对个体生

命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生而平等的，都有存在、生活、

发展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和权力轻视、无视、蔑视任何

一个个体生命。尊重生命体现在尊重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差异

性，尊重生命的多样性及其共在的生命世界。平等地对待每一

个学生，使他们获得生命的尊严，这是教育公平、公正的体现。

5 后续研究

5.1 加强习惯养成教育研究

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习惯养成的重要阶段。

要使每个学生获得不同的发展，并在责任感、自立自强、科

学精神、创新意识和能力等方面有卓越表现，必须从培养学

生的学习习惯入手，这是我们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点 .

5.2 加强健康教育研究

身体健康是人生快乐幸福的前提，身体不健康往往导致

心理不健康。现实状况是，独生子女政策使我们的孩子大多

在“温室”里长大，高考政策使我们的学生不断的（学习）“失

败”和“拼命”（挤独木桥）中长大，不少学校或没有合格

的体育教师或正常的体育课被挤占了不少。另外，青少年无

节制长时间上网或对手机时时刻刻的依赖，对身体的危害也

值得关注和研究。

5.3 加强青少年挫折与自杀问题研究

人的一生并不能时时生活在鲜花掌声中，并不能一帆风

顺，我们在给孩子掌声的同时，也要有意地给让他们经历挫

折的锻炼。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没有挫折。中

小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自杀现象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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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from Home” and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Suspension of Classes and Non-stop Teaching 
Wen Xiao 
No. 8 Middle School of Cangzhou, Cangzhou, Hebei, 06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chool season in the spring of 2020 is the most unusual season since teach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taught. Due to the “new 
crown epidemic”, the whole country of 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brainstorming, the medical staff are charging forward, and China is 
also in a moment of crisis.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also do their job well. Even if they are unable to start school, they should also do 
a good job in teaching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serve the motherland. 
　
Keywords
suspension of non-stop classes; online teaching; interaction 

“宅”家战“疫”，停课不停学　
肖雯　

河北省沧州市第八中学，中国·河北 沧州 061000　

摘　要

2020 年春天的开学季，是各地教师任教以来最不同寻常的季节。由于“新冠疫情”，中国举国上下都在群策群力，医护人员
冲锋在前，中国也陷入危难的时刻。因此，教师也应该要做好本职工作，即便当前无法开学，也应该做好教学工作，这样才
可以更好地报效祖国。　
　
关键词

停课不停学；网络教学；互动 　

 

1 引言

因疫情的突然爆发，教育部门向各级学校提出了即便是

停课，也不能停止对学生教学的要求。因此，教师的阵地也

从“三尺讲台”转移到“直播平台之上”，从“开学第一课”

到“手机会师”。对于网络学习这种不见面的教学方式，教

师很难做出监控，学生也容易出现缺席、溜号的状况，如何

在线上学习中让学生全体参与，也成为了当前教师最关注的

内容。鉴于此，论文对具体的做法做出探析。

2 选取最适合的教学平台

由于延迟开学的因素，为了不让任何一名学生掉队，在

准备阶段，笔者尝试了“QQ”“钉钉”“微信”等网络平台，

并依据每一个平台的特性，制订出“乐教乐学”“微信”“钉

钉”相结合的线上教学模式。

2.1 把微信群作为辅导答疑平台

通过调查得知，笔者班级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大一

部分是没有监护人来看管的，同时，本着自主教学的理念，

笔者也不希望让家长感觉到负担。因此，通过综合考虑，并

依据网络特点以及操作难易与使用性，最终选取最易操作同

时也最常使用的微信群作为辅导答疑的平台。因为微信群操

作简单，且人人都会用，网络情况对于微信的影响也比较低，

而且群里的语音文字还能够保存下来，学生继而可以反复的

学习，因此这也非常适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1]。

2.2 把乐教乐学作为作业布置和批改的平台

在这个特殊时期，乐教乐学是全校师生授课学习的保障

与依靠。借助于乐教乐学，教师录课，学生听课，已经成为

了每日必做的一项内容。例如，笔者所教授的科目是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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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模式对于英语作业的布置有很大的益处，由于此学

科的特点所致，当布置完英语读与写的作业之后，笔者是无

法掌握学生的完成状况的，同时，家长也表示学生对于这类

作业都十分的不注重。但是，现在通过此款 APP 来布置作业，

学生需要将自己的声音上传，如此便可以更好的监督其完成

作业，同时笔者还能够有效的对其做出检查。而且，还提高

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致。部分家长表示，以前学生对于向家

长读英语是非常不愿意的，而现在打开此款 APP，先练习朗读，

再上传声音，继而使得学习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乐教乐学，

让教师们快乐教学，让学生们快乐学习。

2.3 把钉钉作为在线直播课的平台

目前，当学生听完乐教乐学的录播课之后，笔者都会通

过钉钉来设置一趟“云上答疑课”对于录播中的知识点，针

对共性的问题，对学生进行统一解答。同时，教师还应该先

试播，并及时的与同学们沟通，继而依据同学们的反馈来调

整直播方案。比如，电脑及手机看直播是否是全屏显示，背

景的颜色及字体的大小等等。在课前十分钟时开始直播，要

求同学们进入并签到，然后便可正式上课。在课堂互动时，

对于教师提问，回答问题的同学申请连麦，在接通后全部同

学都能够看到该名同学，并且也可以听到他的回答，当学生

有任何疑问时，也可以申请连麦，并提出问题。笔者在钉钉

直播课程时，通常都会在屏幕分享模式，以及手动输入模式

之间自由切换，同时每天利用其签到和直播功能，还可以督

促学生按时上课。

由此可见，通过以上三种平台的运用，既能督促学生在

家学习不松懈，又能为学生线上学习扫清障碍。

3 一对一的全员作业反馈

教师在备课中，应对提前设计好要布置的作业。作业应

该针对当天学习的重难点知识而设计的，应保证量少而精。

这类作业主要分成下面三种形式：第一，教师布置作业，学

生们在作业本上完成，继而拍照上传到乐教乐学，然后再由

教师做出批阅。第二，设置一些读或者背的作业，对于前者

可以要求学生上传音频，而对于后者则需上传视频。第三，

上传一些图片作业，继而由学生用图片的编辑功能直接在图

上作答，然后在发给教师批阅。不论是采用哪种形式，学生

的作业都是一对一交给教师，同学之间互相不可见，从而防

止抄袭。同时，教师还应该及时的批阅反馈，有问题需及时

跟进。而对于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应该及时记录，同时对学

生做出客观的评价。例如，笔者每天都会进行作业的反馈，

每天一总结有助于激励学生认真对待作业。对于全班共性的

问题，笔者会在作业反馈答疑辅导中集体解决，并进行相关

的巩固练习，没有在规定时段完成作业的同学，则会一对一

的与他们进行联系，并了解没交作业的原因，并建议学生后

续补交，确保不落下每一名学生。

4 个别辅导

针对学生实际状况，对其做出个别辅导也是当前情况下

教学的重要手段。例如，笔者的班级中有两个孩子，他们的

家长是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这种“最美逆行者”的举动令人

敬重。但是，他们既是英雄，同时也是普通人，在疫情当前，

尽管身在前线，却依旧担心着家中的孩子学习效果。为了减

轻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作为一名班主任，笔者在得知班级

学生的家长是医护人员之后，继而关注到了班级中这两个孩

子。同时也跟进关注两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特别是做好线

上学习“一对一”指导，随时单独联系孩子进行线上解惑答

疑，并跟进督促指导，继而确保学习的效果和品质，让他们

在当天的学习中都有收获；并适时进行心灵抚慰和有效情绪

管理，继而引导孩子克服恐惧，焦虑，孤独，思亲等特殊心理，

培养其乐观，无畏，自立的性格，同时从父母毅然赴险的壮

举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养成正直，坚强，向上的人格品质 [2]。

除此之外，对于班上几个学习能力弱的同学，笔者也是特别

加以关注，定时与他们通过微信或者电话联系，了解并督促

孩子们的学习。当孩子感受到教师对于他们的关心和期待后，

就更加不能辜负老师，从而不断提醒自己，在家也应该要自

律，并紧跟课程步伐，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这样才可以不 

掉队。

5 适时跟进学生和家长的思想教育工作，强化

家校合作

现阶段，由于新冠疫情的持续，继续延迟开学也成为必

须的选择。然而，学生对于网络教学新鲜感也在慢慢减退。

一些学生开始出现了迟到、早退的现象。另外还有部分学生

开始不按时提交作业，同时作业质量也远不如最初，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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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如想要妥善的将其处理，就需要教师实行线上家长会。

例如，笔者已经组织了两次线上亲自家长会，分别是“空中

亲子家长会”和“家长监管孩子经验交流会”。在两次会议中，

班级里“最美逆行者”家长为全体师生和家长介绍经历，传

播正能量。同时成功家长分享在家管理督促孩子学习的经验。

两次会议效果显著，不但激励了学生自立自强，同时也启迪

家长让家更有力量。

尽管当前已经停课，但是学习依旧没有停学。在这段时

间内，即便教师无法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却投入了

前所未有的时间和精力，继而保障班级教学体系的运转。努

力做到课程内容、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网络科技的融合，

从而以有意义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的学习，真正起到支持学

生学习的作用。

6 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疫情还未完全退散的环境下，教师为

保障教学体系的运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对于网络授课来说，

其存有很多的困难，同时也有障碍，但是全体教师毫不畏惧；

有规划，有落实的做出教学，这也是教育工作者为战胜疫情

贡献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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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eaching Exploration of “Suspension of Classes and 
Non-stop Teaching” Based on Network Platform 
Shangcheng Zhang 
No. 8 Middle School of Cangzhou, Cangzhou, Hebei, 061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dvocates postponement 
of the star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online education has been started all over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o achieve the ef-
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spension of Classes and Non-stop Teaching” teaching for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habits. Teachers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made continuous efforts to eliminate all dif-
ficulties and use various forms of teaching. Finally, they have achieved good online teaching results and promoted students to achieve 
truly efficient learning while not stopping. 
　
Keywords
suspension of non-stop classes; lesson preparation; perception 

利用网络平台实现“停课不停学”的教学新探索　
张尚成　

河北省沧州市第八中学，中国·河北 沧州 061000　

摘　要

为了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教育部提倡中小学延期开学，中国各地都同时开始了线上的网络教学，实现“停课不
停学”教学形式的有效落实，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各地的教师和教育部门不断努力，排除万难，利用多种形式进
行教学，最终取得了良好的线上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在不停学的同时，做到了真正的高效学习。　
　
关键词

停课不停学；备课；感悟 　

 

1 网络教学方式的分析

为了阻止疫情在校园内部扩散，教育部门提倡利用网络

平台进行线上教学，逐步实现“停课不停学”，各位教师在

实施网络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真正实现高效的网络教学，在具体的线上教学实施过程中具

有不同的形式，下面将对这两种形式进行详细分析 [1]。

1.1 利用乐教乐学平台进行网络教学

首先是进行教师的备课阶段，在疫情初期阶段首先是利

用乐教乐学平台进行备课，年级组长通过网络开展教研会，

并研究如何利用正确的形式促进学生的自助学习，通过各位

教师的创新和研发，设计出比较完善的学习规划并发送给学

生，促进学生的高效自助学习；各个课任教师通过乐教乐学

平台实现进行学生的作业布置及作业检查，还能利用平台为

学生答疑解惑，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效率的不断提升；利用乐

教乐学平台主要采用线上录制和播出进行课程内容的传达，

并没有真正实现网络教学，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比较少，教师

对学生的作业的批阅也没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1.2 利用钉钉软件实现真正的线上教学

2020 年 3 月 2 日，在乐教乐学平台的基础上，开始正式

启用钉钉这一软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教学，钉钉软件

能够促进教师进行直播教学，再结合乐教乐学平台每周两次

的录播教学，逐渐增加了学生网上学习的体验感，还可以通

过两者的共同应用实现微信作业群的有效监督，“网络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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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停课不停学”的教学形式逐渐完善。

2 网络教学的重要性分析

2.1 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形式实现教学效率的提升

2.1.1 正确的网络平台是基础

在实际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教学的时候，钉钉软件为教师

的教学提供很大的便利，而且钉钉软件中的家校本功能还能

实现教师的线上作业的批阅，学生在每节课以及课后的作业

都能进行打卡操作，钉钉软件的功能较多，操作性较强，具

有重要的应用意义。相比之下，乐教乐学平台的应用性稍低，

在刚刚开始应用乐教乐学平台的时候，由于同时登陆的用户

过多，造成平台的瘫痪，直播教学很难有效实施。钉钉软件

在直播过程中不会出现卡顿现象，而且能够实现师生的互动，

是实现线上教学的有效途径，目前已经应用于多个国家的线

上教学。除了钉钉教学软件，腾讯课堂极速版软件也具有一

定的应用价值，所以说，正确选择网络平台对线上教学的整

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较好的线上教学平台不仅对网速有较

高的需求，对操作的便捷性也具有一定要求 [2]。

2.1.2 综合使用多种教学软件建立网络教学系统

为了提高线上教学的整体效果，除了需要各种线上教学

软件的应用，对 word、wps 等办公软件的应用也是非常必要，

先用钉钉软件进行线上直播教学，并在直播中对学生的问题

进行答疑解惑，学生在进行提问的时候，可以在班级微信群

利用接龙的形式提出问题，教师将微信中的问题利用办公软

件进行整理并解答，并采取音频或是视频文件的形式上传到

微信群中，可以利用电脑本身的录音机进行语音解答，然后

将 wps 中的各个文字形式的答题思路用视频软件进行录制，

将语音与视频相结合传送给学生，促进学生能够有效学习相

关的内容。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利用微信群进行答

案的回传，应该确保每个文件大小不能超过二十五兆，如果

文件较大，可以利用 QQ 进行文件的传输。如果是布置作业，

可以利用钉钉软件进行，为了防止有些同学遗漏作业，可以

在微信群、QQ 群等都将作业写入群公告中，确保更多的学生

按时完成作业。

2.2 网络教学实现教师综合水平的有效提升

网络形式的教学对教师的综合水平的提升也具有重要作

用，教师要想进行高效的网络授课，必须不断学习网络软件

和办公软件，实现网上教学效率最高化，在进行线上教学的

时候，教师还应该确保吐字清晰，语速均匀，使得后续学生

进行回放时能够更好地利用课程教学视频学习 [3]，教师可以

在课后自行回放教学视频，总结自己在教学中的缺点，并及

时改正，线上教学回放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口头语的更正等

都具有重要意义。线上直播教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能

为学生们提供更加完美的教学视频，很多的教师都是提前好

多天就开始备课，线上网络教学对教师的实力提升具有很大

的作用。

2.3 网络教学促进家校的共同作用

线上网络教学对家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疫情情况的特

殊，使得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加充分，家长能够对孩子的

学习情况进行合理的监督和指导。教师和家长在网络教学中

能够共同利用大数据实现学生的学习情况的了解，学生的学

习时间以及收看直播的时间都具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学生的

作业完成情况家长也可以通过大数据看到。网络平台的线上

教学逐渐实现了家长和学校的密切沟通，使得家校合作形式

得到不断创新，在疫情环境下促进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共同

进步。

3 网络教学的反思

3.1 教师的网络技术水平不高

在疫情条件下，进行网络线上教学对学生学习新的知

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教师是

进行线上教学的主体，但是很多的教师不熟悉网络软件的功

能和使用方法，导致网络教学难以有效实施，尤其是年纪较

大的资深教师，虽然具有丰富的知识涵养，但是缺乏对信

息技术的学习和应用，而且眼力不足，只能与学生进行微信

语音对话，导致网络教学的效率和效果都不佳，长期的低效

率网络教学使得学生的水平得不到明显的提升，教师和学生

都开始恐惧线上课程教学。还有很多年轻的教师熟悉网络技

术，在各项软件的应用上也毫不费力，可以将这两类教师的

优缺点综合在一起，进行联合教学，促进教师综合水平的提 

升 [4]。

3.2 学生的学习环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学生长期在学校学习，已经养成习惯，面对疫情，不得

不在家进行线上学习，学习模式和学习环境同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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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的状态有很大的影响。在家进行线上学习，没有了教

师和学校规定的约束，使得很多学生的学习效果一般，再加

上很多的家长已经复工，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导致学生的

学习效率不高。比如某班级共七十八位学生，参与直播听课

的却只有四十七人，而能够将一堂课完整听完的学生只有十

几个，这些将直播全部看完的学生的学习态度也不能确定。

学生每天的线上直播课程又比较多，课后还要紧盯手机进行

回放和复习，导致学生的视力严重下降，对学生很多方面都

带来负面影响；还有极个别的学生没有网络设备进行学习，

使得教育教学的不公平，对学生的整体水平的提升具有不利

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是笔者对网络平台实现“停课不停学”相关

内容的分析，线上教学有利有弊，可以在后续的课堂教学中

充分利用线上教学的优势进行教学模式的补充，为课堂增添

色彩，虽然目前的网络教学并不完善，但是对教师各个方面

的不断提升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网络教学不能完全替代课堂

教学，应该不断创新，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促进教学效果

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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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I Have Nothing, I Will Give You My Heart ——
Online Teaching Experience 
Yang Zhang 
No. 8 Middle School of Cangzhou, Cangzhou, Hebei, 06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udden outbreak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all walks of life. For doctors, they have become “warriors”, and for teachers, they have 
completed the change to “host”. Based on the new system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at suspension of non-stop classes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aching, from elementary schools to universities, online broadcasts are conducted through online teaching. For 
some teachers, they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 Internet, and they also need to study live courses to meet the learning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teaching, analyzes the possible problem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then dis-
cusses the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of solving online teaching problems. 
　
Keywords
online teaching; webcas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虽我无所有，聊赠一颗心——线上教学体会　
张洋　

河北省沧州市第八中学，中国·河北 沧州 061000　

摘　要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各行各业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对于医生来说，他们变成了“战士”，对于教师来说又是完成到“主播”的改变。
基于教育部下达停课不停学、防控教学两手抓的新制度，从小学到大学，都通过线上教学的形式进行网络直播。对于一些教
师来说，他们对网络都不是很熟悉，也要进行直播课程的学习，从而满足学生们的学习要求。论文通过对线上教学特点进行
阐述，分析展开线上教学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解决线上教学问题的心得和体会。　
　
关键词

线上教学；网络直播；初中学生　

 
1 引言

疫情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比较突然的情况，它对于社会

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仿佛突然之间人们需要保持一定的距

离，而疫情的影响却不止这么简单，对于教育来说，疫情的

出现延长了开学的时间，面对这种情况，教育部召开紧急会议，

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保证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间断。自从

命令下达之后，学校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按照原定计划

展开线上教学工作，鼓励有关教师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与学

生进行交流沟通，保证可以及时解决学生的问题。但是在对

于线上教学来说，它在实施上存在很多问题，这都是教师在

教学计划展开之前需要考虑的，以线上教学的特点进行具体

的分析，从而找到线上教学工作中的重点 [1]。

2 线上教学的特点

对线上教学来说，是一种通过网络的方式，以班级为单

位进行的一种双向互动形式，通常来说线上教学可以采用录

播或者直播的方式，对于这次的停课不停学活动，针对初中

生来说，为了保证在学习过程中的灵活性，通常都会采取直

播和答疑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指令，在

本次线上教学中，采用的是 6 小时制的教学时间，从早上七

点半到下午 2 点为上课时间，每节课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两

节课中间为学生预留出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学校还可以根据

授课进度进行简单的调整，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混乱。

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以互联网技术作为主

要技术支持，以软件平台作为教学工具，在此次线上教学中，

依托的就是“钉钉”平台的技术支持，通过 QQ 群或者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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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布置不同科目的家庭作业，而且可以在网络上对学生

进行实时检查，由各科教师进行负责，这相较于线下教学来

说比较方便，另外在线上教学中，学生可以进行重播，对于

不清楚不明确的位置可以多次播放，增加教学过程中的灵活

性。但是，在线上教学中，还是会遇到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3 线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

对于学生来说，在线上教学开展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

问题就是没有实现身份上的转换，对于每年的春季开学来说，

在开学一周之内，教师都需要帮助学生在一周内适应学校的

环境，从而适应学习强度，但是对于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来

说，教师无法通过网线的形式对学生进行督促，导致有些学

生在学习积极性上存在一定的问题 [2]，在没有教师的监督下，

许多学生存在侥幸心理，上课效率较低，经常出现这边看直

播那边玩游戏的状态。另外，有些学生在起床上存在一定的

困难，没有寒假中摆脱出来，经常存在第一节课不上的情况，

而且家长也无法时时在一旁监督，给了学生懈怠的机会。

3.2 学生心理上的问题

针对这次的疫情事件，对于学生心理上也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问题。在线上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不能对学生的面部

表情进行观察，不能及时对学生的状况进行具体的了解，在

这个过程中，经常有学生或者家长对教师进行来电访问，认

为自己或者自己孩子在心理上没有调整好心态，认为自己学

习非常努力，但是还是没有线下教学有效果，经常会跟不上

教师的思路，学生心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

措施改善。

3.3 教师教学中的问题

对于教师来说，在线上教学开展过程中也是存在很多方

面的问题。首先，许多教师年龄比较大，尤其是对于班主任

来说，在网络直播过程中属于“小白”阶段，不能成熟的应

用某些软件，而且教师在线上教学中会情不自禁的代入到线

下教学中，不能进行形态上的转变 [3]。

4 线上教学中的心得与体会

4.1 提高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

对于当前的线上教学来说，应该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积极性。首先，针对一些起床比较困难的学生来

说，为了激励学生起床中的积极性，教师可以在钉钉上建立

唤醒群，并且邀请同学们入群，大家在群里采取互相监督的

制度，教师每天固定在群里发起语音会议，对学生进行点名，

并且按照要求对要学习的知识进行复习，这样到上课时间，

学生就可以避免整理学习用具浪费时间，从这种方法的使用

效果来看，这个办法可以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通

过集体式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好胜心，从而克服起床困难的问

题。另一方面来说，针对教师对学生学习状况不了解的情况

来说，教师可以通过一些趣味性的活动来吸引学生的好奇心，

例如对于语文课来说，平时上课学生就存在溜号的情况，在

线上教学中，教师无法对学生进行观察，没办法直观对学生

进行管理。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在每节课开始之前由学生讲

一些小故事，或者猜字谜等形式，使学生有了一定的参与感，

解决了课堂氛围沉闷的现状。

4.2 加强对学生心理状态的引导

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其实对于学生的心理活动来说，也

应该去加强关注。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他们没有强烈的自我

要求，很难在不被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自主学习，家长对于孩

子也是无能为力，针对有些家长反映的学生在家学习效果不

好的情况，教师可以针对这种现状进行班会的展开，尤其是

针对班主任来说，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是工作中的一部分。

在停课不停学期间，就有许多家长会认为自己孩子平时都是

一个学习很好的孩子，为什么现在成绩却始终提高不上去，

教师可以针对这种现状进行网络班会的展开，在班会上，学

生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心得，发表在这个阶段的学习状况，并

且对自己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学习进行具体的规划。通过这种

班会形式的展开，可以敞开学生的心扉，让学生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并且吸取经验教训。在班会之后，教师还可以对成

绩下滑比较严重的学生展开单独的沟通，了解其中存在的困

难，并且通过与学生约定的形式，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自主性 [4]。

4.3 提高教师在线上教学的综合素质

对于教师来说，他们中很多人也是初次接触线上教学，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需要改变自己的教学形态，摆脱线下

教学模式带来的束缚，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些名校教师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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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学中的总结和心得，并且在实践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学会运用网络语言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另一方面来说，教师还应该注意备课过程中的计划安排，尽

量设置的比较短小精悍，注意在时间上的把握和安排，适应

线上教学的特点 [5]。

5 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疫情来说，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考验，

在停课不停学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应该认识到教学过程中可

能存在的问题，包括学生学习、心理以及教师教学中的问题，

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认识到学生在学习过程需要的

帮助，从而保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

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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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curricular courses”, “the extra-curricular cour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the whole process of all-round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extra-curricular courses” with diversified subjects, diversified carriers and modern content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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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学生“第二课堂”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　
连海燕　陈冬梅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中国·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

大学生“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有效补充，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的有效抓手。通过实施主体多元化、教育载体多样化，教育内容时代化的“第二课堂”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关键词

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　
　
基金项目

2019 年河北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GXDJ2019B211）。　

 1 引言

高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体，始终高度重

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

才培养的首要任务。2017 年 2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更是指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

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1] 大学生“第二课堂”

是在学校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教学活动（即第一课堂）之外，

组织和引导学生开展的各种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包括知识性、

学术性、文艺性、健身性、公益性的等等，是第一课堂的有

效补充。[2] 利用好大学生“第二课堂”这一阵地做好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有效推进思政教育融入到学生教育

教学的全过程，更好的让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落到实处。因此，

如何深入发掘大学生“第二课堂”的潜能和空间，提升其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2 大学生“第二课堂”特点及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优势

随着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人才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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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是

更趋向于要求复合型的人才模式，需要独立健全的人格、系

统娴熟的专业知识、灵活机敏的实践能力、协调服务的团队

精神和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等，这些能力的培养和习得不是

仅仅依靠第一课堂的教学就能简单完成的，这也正是第二课

堂无法替代的价值所在 [3]。第二课堂以其自身特点在针对大

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显现出特有的时间优势、空间

优势以及形式优势，成为有力抓手。

2.1 时间、空间更加灵活，是对第一课堂的有益补充

第二课堂的开展一般认为从属于第一课堂，但是从时间

分配上来看，第二课堂占据了学生除第一课堂以外的大部分

时间。所以从教育的时间上来说是占有优势的。另外第二课

堂在组织和实施的过程中可以打破既有班级、学院甚至是学

校的界限，不局限在教室和课堂，在空间上更灵活。这使得

第二课堂相对于第一课堂在空间上也更加具有优势。

第二课堂能够形成以基于兴趣爱好、活动类别等方式组

建的学生自发群体，从而更能够激发学生自身参与和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是第一课堂所没有的。

2.2 形式、内容更加多样，有利于隐性教育的开展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思政类课程，习近

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坚持显

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第一课堂中长期以来重视专业知

识的传授，现在虽然提出“课程思政”，让第一课堂的专业

知识传授中融入更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毕竟存在着一

定的专业课程与思政内容的融入性问题，第一课堂做到隐性

教育并不容易。第二课堂形式和内容多样，长期以来深受大

学生喜爱，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都能够将思政内

容有机融入，既能够将学生第一课堂所学的知识升华为具体

行动，又可以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拥有更多的深入理解和体

验，不仅做到“内化于心”，而且“外化于行”，从而做到

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的开展，达到隐性教育的目的。

3 提升大学生“第二课堂”中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

3.1 积极打造第二课堂多元化实施主体，聚集第二课
堂思想政治教育力量

一直以来，高校的第二课堂实施主体以中国共青团组织

为主要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第二课堂的教育功能要求

越来越高，对各项活动的组织、评价要求也越来越高，要保

障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多元化主体的介入将成为第二课堂

建设的趋势所在。例如社会实践中可以有企业、政府的参与，

科技创新中有各级科协组织的参与。多组织协调发力，能够

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从而大大提升第二课堂中全方位多角

度的教育功能。

3.2 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紧密对接，达到协同育人

的目的

作为第一课堂的补充，第二课堂不能是独立的存在，应

该对第二课堂做系统化设计，达到与第一课堂教育目标的一

致性和教育内容的互补性。同时，也可以将第一课堂与第二

课堂有机结合，采取模块化思路设计第二课堂，如重庆第二

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应用技术型转型高校，按照能力导向、

职业导向、就业去向原则设置第二课堂活动课程模块，即通

识能力模块、专业基础能力模块、专业核心能力模块和专业

综合能力模块，以分别突出综合能力培养、课程专业特点及

行业岗位需求 [4]。 

3.3 思想引领助力成长成才提升第二课堂思政教育实

效性

大学生第二课堂不仅有丰富大学生课余生活的作用，作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应该将思想引领放在首位，以

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为切入点。目前，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动

力是以提升能力和技能习得为导向，获得可迁移能力是大学

生参加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的主要原因，这些能力不但有助于

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还可以促进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综合能

力的提高。[5] 由此更可以看出加强第二课堂思想引领的重要。

首先要充分发挥党校、团校、青马班等第二课堂中的思想引

领作用。同时，在第二课堂活动涉及的过程中要找好学生成

长需要和价值引领教育的结合点。例如在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的同时，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

过社会实践引导学生认识国情，特定行业的发展情况；在指

导学生就业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家重点行业、重点地域

的人才需求。在全面引导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的同

时，将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相结合，将个人理想和中国梦相

结合，回应大学生热切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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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紧密结合大学生特点提升第二课堂思政教育的针

对性

第二课堂活动的设计不仅要能解决青年所需，更应该是

青年兴趣所在，在形式上做到吸引青年。能够结合大学生成

长特点，在不同的年级设定层次分明的第二课堂活动；能够

依据大学生不同兴趣爱好，打造不同类别的活动品牌。减少

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出现的“被观众”现象，多一些青年参与

的主动性。注重网上和网下的相结合，注重线上和线下的互动，

注重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融合。注重朋辈引领，充分发挥党员、

积极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引导开展由学生发起、学生

组织、学生参与的喜闻乐见的活动。

4 结语

通过纳入更多的实施主体，对内容和形式不断进行完善，

打造对青年有吸引力的第二课堂。在实施过程中，顶层设计、

制度建设、文化融入，同时做好学校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

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协作，才能真正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

育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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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trategies of Specialized Teaching of Chinese 
Kungfu in Senior Middle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 
Core Quality——Taking Tai Chi as an Example 
Zhikun Luo 
Shanghai Xinchuan Middle School, Shanghai, 20129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high school curriculum, Chinese Kungfu teach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high school physi-
cal education.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the specialized teaching of Kungfu in high schools has achieved relatively satisfactory results. 
Nowadays,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y,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tudied urgently.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r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field observation and logi-
cal analysis, and takes Tai Chi teaching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the specialized teaching of martial art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puts forward the teaching design, highlighting the goal of the cor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the cor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teaching metho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re quality; strengthening teaching teacher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core 
quality senior in high schools Chinese Kungfu teaching.  
　
Keywords
sports core quality; Chinese Kungfu specializ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s; Tai Chi teaching; teaching strategy 

体育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的策略探讨——
以太极拳为例　
罗志坤　

上海市新川中学，中国·上海 201299　

摘　要

随着高中课改的进行，武术教学逐渐成为高中体育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经过这些年的探索，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已经取得
了较为理想的成效。如今，在中国政府和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大力推进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背景下，如何在武术专项化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则成为了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此，论文以体育核心素养为切入点，采用文献资料法、
实地观察法、逻辑分析法，以太极拳教学为例，对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的实施策略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做好教学设计，突
出体育核心素养的目标；优化教学内容，丰富体育核心素养的内容；聚焦教学方法，促进体育核心素养的发展；强化教学师资，
推进体育核心素养的渗透，希望能够为体育核心素养在高中武术教学中的落地提供参考。　
　
关键词

体育核心素养；高中武术专项化；太极拳教学；教学策略　

 
1 引言

中国上海市近几年也将高中武术列为了高中体育专项化

改革的一个重要专项。经过这些年的探索，高中武术专项化

教学已经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如今，在中国政府和教育

部门高度重视、大力推进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背景下，如何

在武术专项化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则成为了亟

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此，论文就以体育核心素养为

切入点，结合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的实际，以太极拳教学为例，

对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的实施策略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

体育核心素养在高中武术教学中的落地提供一定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在研究开展的过程中，检索收集了大量太极拳，以及体

育学科核心素养、武术体育专项化教学改革以及武术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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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进行了系统的研读与分析，从而为研究

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2.2 实地观察法

在研究过程中，对本校以及周边几所高中武术专项化教

学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观察，以切实了解武术专项化教学的实

际，并结合作者及其同事在太极拳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情况，

为研究提供所需的一手资料，做到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

2.3 逻辑分析法

根据体育核心素养的基本概念和三大维度，结合文献分

析和实地观察的情况，从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师资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如何做好体育核心素养在高中

武术专项化教学中落地的问题进行了逻辑归纳和总结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做好教学设计，突出体育核心素养的目标

高中武术的教学设计，简单而言，实际上指的就是根据

课程标准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合适教学方案、制定合理

教学计划的过程。对于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来说，教学设计

不但是实现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目标的计划性活动和决策性

活动，同时也是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的主要依据，会直接影

响到最终的教学成效。因此，要实现体育核心素养在高中武

术专项化教学中的落地，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做好

教学设计工作，将培养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作为一个重要问

题在教学设计环节进行思考，并注意在最终的教学设计中细

化、突出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培养的目标 [1]。

然而，从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角度出发，对高中武术专

项化教学的教学设计状况进行审视时，可以发现，当前高中

武术专项化教学的教学设计仍然存在一定不足，其中最为典

型的一点就是教学目标的设计偏重于学生武术专项技能的掌

握，而却忽略了学生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的培养。体育核心

素养强调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这三大维度，

在当前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中并没有出现“齐头并进”的理

想状态，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两个维度虽有涉及，但却并没

有全面渗透于教学目标之中。因此，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全

面促进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培养在武术专项化教学中的落地，

建议在教学设计环节，任课教师应立足课程标准和学校实际，

围绕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这三大维度，设计

有助于提高学生运动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康行为，有助

于健全学生体育品德的、科学、全面的教学目标体系。例如：

在教学设计环节，可以结合学校实际将体育学科素养三大维

度的目标细化，构建如下表 1 所示的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目

标体系。

表 1 基于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武术专项化课程教学

目标体系

素养目标 具体内容

运动能力
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体能水平，促进学生的体质健康发

展，以球育体。

健康行为
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武术动作；培养学生的武术兴趣；培养

学生良好的锻炼习惯，以武育行。

体育品德 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体育道德、体育品格，以武育德。

3.2 优化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沟通能力

教学内容是学生进行武术学习的载体，同时也是影响体

育核心素养在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中有效渗透的关键性要素。

但是，在当前开展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活动时，传统的武术

教学首先考虑的往往是“教什么”的问题，然后再根据“教

什么”去确定“怎么教”，这两者之间的先后顺序并没有错，

但是这一过程的起点却有待商榷。首先考虑“教什么”，实

际上首先考虑的是教学内容，很多任课教师在组织开展高中

武术专项化教学时，都习惯首先看一下教材上规定的教学内

容，然后再根据教材规定的教学内容确定后续的教学思路，

这种做法是一种典型的内容导向的做法。然而，让学生掌握

具体的一点或者是几点教学内容，并非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

的最终目的，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才是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

内容导向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将教学目标作为教学活

动的起点，并基于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内容的做法则相对更为

科学 [2]。

例如，太极拳教学，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

太极拳教学作为中华武术的传统项目，其联系模式通常以集

体练习、合作切磋为主。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

通过这一行为，能够培养亲密的友谊，提高情感交流的能力。

相关研究已证实，学生在练习太极拳一段时间后，其自信心、

情感交流能力、团结合作能力均有着大幅度提升。这一提升

对中学生日常生活起着非常积极的影响。

基于以上观点，从体育核心素养的角度进行考虑时，在

组织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时，任课教师应在深入理解、全面

认知体育核心素养的基础上，树立明确的目标意识，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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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方面的发展引领教学内容，

组织有利于实现以上目标教学内容。例如：为了培养学生的

健康行为习惯，在组织开展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时，任课教

师就应有意识的结合武术运动的特点，组织与武术运动相关

的健康知识，让学生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实现健康知识的

掌握与运用，进而促进自身健康行为习惯的养成。

3.3 优化教学方法，提高学生道德内涵

在做好了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的教学设计工作，并组织

了与其相适应的教学内容之后，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教学方

法的问题。

太极拳是中华武术的传统科目，在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价

值。太极拳项目的联系，对提高练习者的道德水平有着极大

的提升。当前全世界皆认可太极拳对于中华传统价值观念体

现，即普世文化这一概念。其中除了健康的道德文化概念以

外，更有着积极的心态，良好的行为习惯等方面包含在其中。

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过程中，能够充分感受到练习太极拳所

蕴含的传统道德观念以及丰富的哲理，习练者可从中汲取丰

富的道德哲理，从而提高其道德水平、强化其道德观念。

因此，在高中校园开展太极拳专项教学，有利于进一步

提高教学中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养成效。例如：采用运动

教育模式组织开展高中武术 - 太极拳专项化教学时，由于打

破了常规教学中以每次课堂教学活动作为一个教学单元的做

法，而是以赛季来规划学生的学习活动，以学生喜欢的武术

比赛贯穿整个教学，而且学生需要切实参与到整个赛季组织

和实施的全过程，所以，学生不但能够借此体验武术运动中

各种不同的角色和分工，同时还需要积极参与到本团队的学

习和练习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真实模拟对抗，且让学生充

分参与的方式，不但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武术运动兴趣，促使

学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同时团队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还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从而在提高学

生武术水平的同时，实现体育品德和健康行为的同步发展。

由此可知，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培养在高中

武术专项化教学中的落地就具备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为

了实现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在组织开展高中武术

专项化教学时，任课教师还应注意教学方法的合理选择 [3]。

3.4 提高教育效率，促进体育核心素养养成

部分体育课对器材和环境的要求很高。跑步跳远等项目

需要极其开阔的场地；球类运动需要大量的器材如篮球羽毛

球等；而跳高、跳箱除了需要防护垫等以外，还需要老师从

旁协助进行辅导。总的来说，篮球足球的项目并不能够随时、

随地的开展，这些项目对场地和器材的要求极其苛刻。然而

太极拳项目对则有着明显的区别，可以随时“开练”。古语

有云“拳打卧牛之地”，这意味着太极拳项目的练习、教学

对环境要求极小，更加不用器材辅助。这一特点促使太极拳

能够随停随练，学生想练则练，累了即可休息。甚至课间在

座位旁边，都可以随兴来上几拳。同时太极拳是一项温和的

体育运动，其慢节奏，柔动作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练习过程中

的安全性，不需要老师从旁进行协助。

此外，由于任课教师是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的直接组织

者和实施者，任课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对体育核心素养的

理解与认知水平，会直接影响到武术专项化教学中学生体育

核心素养的培养成效。因此，要实现体育核心素养培养在高

中武术专项化教学中的落地，就一定要注意教学师资的强化。

具体来说，在操作的过程中可以遵循以下思路：①组织学校

体育任课教师参加关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专门性学习活动

或者是培训活动，以加深教师对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

与认知水平，为在体育核心素养在教学中的科学渗透，打好

基础；②组织学校教师外出观摩学习，以拓宽教学思路和视野；

③邀请武术教练或者是武术教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或者是在

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专项化教学等方面做的比较好的特级教

师来学校指导交流，以学习专业经验；④学校可定期组织体

育教研组的教师开展教学研讨，通过“传、帮、带”等多样

化的形式，促进师资素质的整体发展与提升，以满足在高中

武术专项化教学中落实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需求。

3.5 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循序渐进

武术的启发式练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循序渐

进，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适得其反。太极

拳是一门循序渐进的项目，其主要功效在于强身健体。教师

应当充分利用启发式教学的概念，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循序渐

进，有效练习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任课教师在开展相应的高中武术教学活动时，应根据学

生的实际和训练程度，科学地对其进行训练。这样不仅能够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能合理地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例如，

在讲解相关的课前准备活动时，可以先让学生练习基本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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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再对基本的手法和步法进行分解教学，这样由简到繁、

由易到难的授课方法，能促进学生武术技能稳步提高。武术

教学的本身就是启发性教学【4】。在练习中加入启发性可以避

免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盲目地进行学习，这样既可以提高练

习效果，还能激发学生的练习兴趣。在运用启发式教学法时，

应根据教学的内容、目的、要求等，加上相应的辅助练习来

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这样就能促进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程

活动的练习过程中，不断体会武术学习的乐趣。

4 结语

中华武术，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以及价值的载

体，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高中武术专项化教学中对学生素

质教育的全面提升，既是全面推进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现实

需求，同时也是时代进步、教育发展重要趋势。任课教师应

结合课程实践与需要，针对学生群体开展不同的传统武术教

学。我们要明确武术教学在高中教育中的地位、目的、要求，

以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作为核心内容，从道德层次、价值观

念等方面培养学生自强不息，健康积极的态度。高中武术专

项化教学内容不能仅仅停留于运动技术的掌握层面 , 还需要挖

掘、吸收其文化内涵。通过武术学习 , 学生应该野蛮其体魄、

健全其人格，树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念，传承民族文化，弘

扬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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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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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s of Southern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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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the three provinces in Southern Thailand have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Chi-
nese teaching, promotion and training of Chinese professional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volatile situation in this area has impacted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quality of it has declined. 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ree universities in Southern Thailand 
as the obje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ers, teaching, curriculum,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Chinese 
teaching situation and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eaching. 
　
Keywords
three provinces in southern Thailand; field trips;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environment 

泰国南部三府高校汉语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张少云 1　宋晶 2　

1. 上海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国·上海 200444
2. 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泰国·宋卡 合艾 90110　

摘　要

泰南三府是泰国汉语教学的发源地，在从事汉语教学与推广、培养汉语专业人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近些年该地局势
动荡不安，汉语教学受到冲击，质量出现下滑。论文以泰南三府三所高校的师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考察的
方法，全面总结分析泰南三府的汉语教学现状及问题根源，并从师资、教学、课程、环境与资源等方面提出解决的思路与对策，
为改善当地汉语教学状况、提升汉语教学影响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

泰国南部三府；实地考察；教学资源；教学环境　

 
1 引言

自 1975 年中泰建交以来，两国交往的领域不断扩大，需

要更多的汉语人才。为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宋卡王子大学

北大年校区在 1977 年开设了中文专业，成为首个系统开展汉

语教学的全日制高校，一时在泰国南部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

潮。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起，泰国南部出现零星的民族纠纷，

2004 年矛盾加剧，穆斯林分离分子发起武装动乱，之后泰南

地区暴力事件有增无减。受到边境恐怖活动的影响，许多华

人移居到其他安全地区，素质好的外地生源越来越少，优秀

本土教师流失，中国志愿者教师缺乏等。种种情况导致当地

的汉语教学环境趋于恶化，汉语教学质量逐渐下滑，但是问

题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及有效的解决。外界普遍把汉语

教学质量下滑归咎于泰南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以及政府部

门应对危机的低效无能、处理不当。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只

有全面深入地考察当地汉语教学的现状，揭示问题产生的根

源，才有可能改善目前的局面。

泰国的汉语教学整体来说起步较早，发展至今具备了一

定的规模及影响。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内容齐全：汉语教材

研究主要有冯芳（2009）[1]、吴峰（2012）[2]、陈艳艺（2014）[3]

等；师资现状及培训研究有杜雯（2012）[4]、陈艳艺（2013）[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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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有丁米（2011）[6]、黄平、吴修贤（2011）

[7]、杜悦莹（2013）[8] 等；汉语传播模式研究主要有吴应辉，

杨吉春（2008）[9]、吴应辉等（2012）[10] 等。泰国汉语教学历

史与现状、对策及展望的研究占主体，主要有严钰（2007）[11]、

孙晶（2009）[12]、李峰（2010）[13]、陈秀珍（2011）[14]、韩雪(2012)[15]、 

吴建平（2012）[16]、段方圆（2018）[17] 等。研究指出的问题

如下：①汉语教学体系及大纲不完善，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

②师资匮乏，力量薄弱，素质良秀不齐；③教师主导课堂，

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活动欠缺，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

④缺乏本土教材，教材难度与学生水平不符，课文内容陈旧，

等等。笔者整理发现，现有文献中关于泰国南部三府恐怖主

义活动的研究较多，具体针对该地汉语教学情况的研究较少，

而且角度比较单一、片面，新近研究成果缺乏。

泰国汉语教学是一个不规则的多面体，泰南在社会，历史，

政治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在充满变数的情况下，泰南的汉

语教育情况既丰富多彩，又复杂多变，既有先进积极的一面，

也有落后消极的一面（易青媛，2012）[18]。只有综合考察、

全面分析泰南三府汉语教学的现状与问题，才能为当地汉语

教学提出具体有效的建议。为此，笔者利用在母校宋卡王子

大学北大年校区实习的便利条件，对当地三所高校的汉语教

学现状展开问卷、访谈、实地观察记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以外，该地区汉语教学暴露

出的种种问题是导致泰南三府汉语教学水平下滑的内在因素，

进而提出改进当地汉语教学现状的建议及对策。希望论文能

够引起当地汉语教学机构的重视，充实泰国汉语教学的研究

成果，为泰南三府高校的汉语教学助力。

2 问卷调查分析

2.1 问卷设计说明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泰南三府地区宋卡王子大学北大年

校区、也拉皇家师范大学、娜拉偍瓦公主大学三所大学的中文

专业在读学生及毕业生，主要调查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影响

汉语学习的因素以及学生在汉语教学方面的需求。问卷一共

16 个大题，50 道小题。共发布问卷 130 份，回收 125 份，回

收率 96%，其中有效问卷 125 份，有效率达 96%。问卷分为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调查者的基本信息（Q1-Q9），包括性别、

年龄、国籍、学习汉语的时间、是否参加过汉语水平考试（HSK）、

学生使用泰语与马来方言情况级别等。第二部分包括受调查者

学习汉语的动机、影响汉语教学的因素以及对汉语教学的需求

（Q10-Q12）。第三部分调查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最想提高

的方面，最后是对学校的汉语教学的意见与建议（Q13-Q16）。

2.2 问卷数据分析

通过对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得出三个部分的具体数据。

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2.2.1 学生基本情况

问卷中的受调查对象者共有 125 人，女生有 104 人，占

总数 83.2%，男生有 21 人，占总数 16.8%。女生比男生多。

125 名调查对象中，25 岁以上者共有 45 人，占总数 36%，21-

24 岁的共有 54 人，占总数 43.2%，18-21 岁的共有 26 人，占

总数20.8%。125个人当中有87人，学习汉语的时间为 3 年以上，

占总数 69.6%，2-3 年共有 6 个人，占总数 4.8%，多数学生的

学习时间比较长。参加过 HSK 考试的学生共有 85 个人，占总

数 68%，没参加过 HSK 考试的学生共有 40 人，占总数 32%。

大多数的学生参加过 HSK 考试。泰国南部三府地区有一个特

点，这里是泰国文化，中国文化以及马来族文化的汇聚地，人

们使用的语言也不同，调查对象中以泰语为主进行交流的有

51 人，占总数的 40.8%，以马来方言为主进行交流的有 74 人，

占总数的 59.2%，可见说马来方言的人数多于说泰语的人数。

图 1 学生年龄比例

图 2 学习汉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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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HSK）情况

图 4 马来方言为主进行交流的情况

2.2.2 学生学习动机调查

问卷第 10 题（下设 11 个小题目，Q10.1-Q10.11）是针

对学生学习动机同意度的调查，动机分为三类：1-3 是他人

或条件动机；4-7 是环境与对自己未来发展动机；8-11 是学

生内在动机（见表 1）。

表 1 学生学习动机调查

选项 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10.1 父母要求我学习汉语。 52(41.6%) 41(32.8%) 32(25.6%)

10.2 学校规定必须学汉语。 41(32.8%) 52(41.6%) 32(25.6%)
10.3 因为很多同学学汉语，所以我也

学汉语。
12(9.6%) 97(77.6%) 16(12.8%)

10.4 为了毕业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 111(88.8%) 5(4%) 9(7.2%)

10.5 为了以后有机会去中国留学。 97(77.6%) 7(5.6%) 21(16.8%)
10.6 因为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影响越来
越大，所以掌握好汉语会有优势。

120(96%) 4(3.2%) 1(0.8%)

10.7 泰国有很多说汉语的游客，会说
汉语就可以跟他们交流。

122(97.6%) 2(1.6%) 1(0.8%)

10.8 自己对汉语言及文化感兴趣。 116(92.8%) 5(4%) 4(3.2%)

10.9 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 100(80%) 13(10.4%) 12(9.6%)
10.10 喜欢中国的音乐、影视剧、娱乐

明星等。
86(68.8%) 18(14.4%) 21(16.8%)

10.11 我是华裔，想掌握祖先遗传下来
的语言。

29(23.2%) 74(59.2%) 22(17.6%)

①他人或条件动机

Q10.1调查显示，选择同意的人数高于选择不同意的人数，

说明父母对学生学习汉语动机有较大程度的影响。Q10.2 调查

显示，约 26% 的学生既非出自父母的要求，也非迫于学校的

规定，是自主选择的，因为意识到汉语对自己前途的重要性。

Q10.3 这一题选择不同意的学生最多，占总数 77.6%。这说明

虽然学汉语的人数较多，但并没有影响到学生的动机选择。

一般来说大学生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在选择课程时会考虑到

个人的需求、兴趣以及能力等因素，不会轻易受到周围同学

的影响。

②环境与未来发展动机

Q10.4 该项选择同意的人数最多，占总数 88.8%，选择不

确定的占总数 7.2%，只有 5 人选择不同意。大学生需要考虑

以后的人生，他们看到汉语人才的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而

且工作前景相当不错，因此选择了学习汉语。Q10.5 该项大

部分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77.6%。其次选择不确定的人数共

有 21 人，占总数 16.8%。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能够有

机会到中国留学，有的甚至想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如果学

习成绩优秀，汉语水平（HSK）获得高分在申请奖学金时就

会占有优势。Q10.6 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同意的人最多，占总数

96%。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有决定性的

影响，掌握好汉语意味着给自己加分，扩大找工作的机会。

Q10.7 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占总数 97.6%。因为来泰国的中

国游客较多，如果用英语与游客交流，可能会影响交际的顺

利进行。但是如果掌握了汉语，与中国人直接对话，就会达

到更好的效益。 

③学生内在动机

Q10.8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选 择 同 意 的 人 数 最 多， 占 总 数

92.8%。由于泰国华人众多，泰国人与华人共同生活，互相交流，

中国文化逐渐渗透到泰国人的生活娱乐中。华人商店的汉字

名称，华人名字或对亲戚的称呼等对当地泰国人很有吸引力，

这促使他们对中文与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想有更深入的了解。

Q10.9 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最多，占总数 77.53%。众所周知，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文字甲骨文，中国

各个朝代的历史，中国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国改革开放

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值得研究。只有学习、掌握了中文，

才可能走近中国、了解中国。Q10.10 调查中选择同意的占总

数的 80%。其次有 13 人选择不同意，占总数 10.4%。不少学

生因为接触到中国的娱乐明星而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

趣。此外，学生学汉语以后能听懂电视剧里或自己喜欢的明

星说的汉语，会很有成就感，这样能够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地

学习，掌握更多更好的汉语知识与能力。Q10.11 调查结果显示，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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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意的人数最多，总共有 74 人，占总数 59.2%。这是

因为泰南三府高校的汉语学生大部分是非华裔，此外，有些

华裔父母尊重孩子的意愿，没有强迫孩子学习汉语，因此有

的华裔子弟并不会说汉语。

综上对汉语学习动机的不同类型的同意度进行了对比分

析，发现对泰国学生而言，未来发展动机与内在动机占据比

较重要的地位。动机由弱到强的排序如下：（见图 5）

97.60%
96%

92.80%
88.80%

80%
77.60%

68.80%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90.00%100.00%

Q7会说汉语就可以跟中国游客交流

Q6掌握好汉语会有经济优势

Q8对汉语言及文化感兴趣

Q4为了毕业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

Q9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

Q5为了以后有机会去中国留学

Q10喜欢中国的音乐、影视剧、娱乐明星等

图 5 学生学习动机排序（占比）

2.2.3 影响汉语学习因素调查

根据泰国南部三府高校汉语教学情况的师生访谈，加上

笔者在该地区的学习经验及实习观察，我们在第 11 个问题中

设计了 15 个小题目（Q11.1-Q11.15），对影响泰国南部三府

高校汉语教学的主要因素进行调查，具体数据如下：（见表 2）

表 2 影响泰国南部三府高校汉语教学的因素

选项 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Q11.1 汉语系的师资力量不够。 87(69.6%) 15(12%) 23(18.4%)
Q11.2 中国教师少，与他们练习口语

的机会不多。
92(73.6%) 19(15.2%) 14(11.2%)

Q11.3 课堂上学生人数太多，练习的
机会较少。

34(27.2%) 60(48%) 31(24.8%)

Q11.4 上课时间紧张，学习内容多，
来不及消化。

63(50.4%) 37(29.6%) 25(20%)

Q11.5 所学外语较多，不同语言之间
有时会互相干扰，产生混乱。

52(41.6%) 48(38.4%) 25(20%)

Q.11.6 中国游客少，缺乏良好的语言
环境。

89(71.2%) 19(15.2%) 17(13.6%)

Q11.7 汉语的活动很少，学习动机较低。 72(57.6%) 30(24%) 23(18.4%)
Q11.8 学校离孔子学院很远，不方便

去参加活动。
74(59.2%) 31(24.8%) 20(16%)

Q11.9 课外没有练习汉语口语的伙伴，
所以汉语进步慢。

94(75.2%) 19(15.2%) 12(9.6%)

Q11.10 使用的教材内容陈旧，不贴近
平常的生活。

32(25.6%) 54(43.2%) 39(31.2%)

Q11.11 泰南三府有时会发生恐怖活动，
不能安心学习。

39(31.2%) 67(53.6%) 19(15.2%)

Q11.12 图书馆里很难找到需要的汉语
教材或资料。

70(56%) 23(18.4%) 32(25.6%)

Q11.13 学习汉语的动力不强。 38(30.4%) 63(50.4%) 24(19.2%)

Q11.14 时间管理意识和能力不强。 53(42.4%) 42(33.6%) 30(24%)
Q11.15 中国教师每年轮换，在适应老

师风格和上课方式上有困难。
53(42.4%) 45(36%) 27(21.6%)

我们对 15 个问题的同意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前八位

数据，由低到高如图 6 所示。发现学生最看重的教学因素是

与口语练习相关的内容，位居前三位，其他因素对口语训练

也有间接的影响。

75.20%

73.60%
71.20%

69.60%

59.20%
57.65%

56%
50.4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Q9课外没有练习口语的伙伴，汉语进步慢

Q2中国教师少，与他们练习口语的机会不多

Q6中国游客少，缺乏良好的语言环境

Q1汉语系的师资力量不够

Q8学校离孔子学院很远，不方便去参加活动

Q7汉语的活动很少，学习动机较低

Q12图书馆里很难找到需要的学习资料

Q4上课时间紧张，学习内容多，来不及消化

图 6 汉语教学影响因素排序（占比）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①师资问题

Q11.1 汉语系的师资力量不够。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

最多共有 87，占总数 69.6%。由于泰国南部三府情况特殊，

该地区偶尔会发生恐怖活动，这里的人们缺乏安全感，不少

本地人搬到外地去居住，在该地区工作的人也纷纷离开，包

括一些优秀教师也申请调离，而外地优秀教师要到该地工作

需要再三考虑，最后可能因为不敢面对危险而选择放弃。这

种现象也影响到该地区的汉语教学。

Q11.2 中国教师少，与他们练习口语的机会不多。此选

项选择同意的人数最多，共有 92 人，占总数 73.6%。调查结

果显示，大部分学生需要中国教师给他们上课。中国教师对

促进学生的汉语水平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口语。泰国教师

虽然知识丰富，有足够的教学能力，但是为了保证学生口语

与发音的准确性，还是需要中国教师来亲自指导，这样学生

可以多一些模仿训练和与中国教师交流的机会。

Q11.15 中国教师每年轮换，学生在适应老师的风格和上

课方式上有困难。此选项有 43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48.31%。

有 27 人选择不同意，占总数 30.34%。最后有 27 人选择不确定，

占总数 21.6%。可见中国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对近半数学生的

学习带来影响，对学生来说每年都要适应新的老师，新的变化，

这是一种困难与挑战。 

②课堂教学与管理

Q11.3 课堂上学生人数太多，练习的机会较少。调查发

现有 60 人选择不同意，占总数 48%。选择同意共有 34 人，

占总数 27.2%。课堂人数多少没有影响到学生在课堂上练习的

机会。

Q11.4 上课时间紧张，学习内容多，来不及消化。此选

项有 63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50.4%。学习内容与学习时间如

果能够合理分配，学习效果会更加明显。该项还有 37 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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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占总数 29.6%，说明有一部分学生认为上课时间与上

课内容的安排是合理的。因此，除了学校上课时间与内容的

安排以外，学生的自身管理也是一个影响他们学习的主要因

素。Q11.14 没有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三

分之一的学生认为具备良好的时间和自身管理能力，其他学

生这方面存在问题。

③学习动机

Q11.13 学习汉语的动力不强。笔者认为学生汉语学得好

坏与否与他们学习的动力有很大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选

择不同意的人数最多，共有 63 人，占总数 50.4%。半数学生

具有比较积极、良好的学习动力，但是也有 30% 多点的学生

认为自己学习汉语的动力不足。这应该引起教师的注意，如

何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

Q11.7 关于汉语的活动很少，所以学习动机较低。此选

项选择同意的人数共有 72 人，占总数 57.6%。选择同意的人

数最多。此数据说明除了在课堂上学习汉语以外，举办关于

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活动也是一个有益的学习方式。有不少学

生觉得学校应该增加汉语方面的活动，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

动机。虽然孔院定期举办活动，但是泰南学校离孔院较远，

不方便参加，而且参加活动涉及到向学院申请，派车与师生

饮食费用等问题，学生人数超标的话需要自理。这样可能导

致条件不好的学生失去参加活动的机会。

④语言学习环境

Q11.6 到泰国南部三府旅游的中国人不多，所以缺乏良

好的语言环境。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最多，共有 89 人，占

总数 71.2%。因为语言学习得益于真实、自然、充分的输入和

输出的训练。在泰国南部三府学汉语的学生缺乏这样的学习

环境，要采取其他办法来替代。

Q11.9课外没有练习汉语口语的伙伴，所以汉语进步很慢。

此选项共有 94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75.2%，选择不同意的占

比 15.2%。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学生认为缺乏练习伙伴导致他

们的汉语口语进步很慢。事实证明，在泰国学习汉语的学生，

口语方面远没有达到在中国留学的学生的汉语水平。

Q11.11 泰国南部三府有时会发生恐怖活动，使我不能安

心学习。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不同意的共有 67 人，占总数

53.6%，说明大部分的学生觉得泰国南部三府的恐怖活动没有

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及学习状态。

⑤汉语教材与资源

Q11.10 使用的教材内容陈旧，不贴近平常的生活。此选

项选择不同意的人数最多，共有 54 人，占总数 43.2%。从调

查结果来看，目前学校使用的教材基本合适，近一半学生可

以接受。其次有 32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25.6%，他们对教材

情况并不满意。这个数据不可忽略，我们需要考察现在使用

教材的不足之处，选择更好的更能满足学生需求的教材。

Q11.12 图书馆里的汉语教材很少，很难找到需要的内容。

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共有 70 人，占总数 56%。选择同意的

人数最多，其次有 32 人选择不确定，占总数 25.6%。调查显

示学校的汉语教学资源比较缺乏，现有的图书资料也不能满

足学生的需要。如果学生不能及时找到或借到需要的资源，

自学就比较困难，学习动力也会随之降低。再加上泰国学生

比较缺乏学习毅力，一旦遇到困难就很容易放弃，不太愿意

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

2.2.4 学习需求及情况调查

除了探索影响该地区汉语教学的因素之外，我们也对该

地区学生汉语学习需求及情况进行了调查。问卷 12 题设计了 

6 项内容，考察学生各方面的需求，问卷 13-15 题主要了解

校园学习条件及学生最想提高的汉语技能项。问卷内容与数

据分析如下：

表 3 学生学好汉语的需求

选项 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12.1学校多举办关于汉语教学的活动。 122(97.6%) 1(0.8%) 2(1.6%)

12.2 需要更好更多的语言习得环境。 121(96.8%) 2(1.6%) 2(1.6%)
12.3 需要教师在学习方面多给一些启

发和指导。
121(96.8%) 4(3.2%) 1(0.8%)

12.4 希望泰南三府恐怖活动减少，中
国志愿者可以来这个地区进行教学。

118(94.4%) 2(1.6%) 6(4.8%)

12.5 希望图书馆能增加汉语方面的教
学材料和资源。

121(96.8%) 2(1.6%) 4(3.2%)

12.6 课后需要多学多练，加强自学的
效果。

124(99.2%) 1(0.8%) 0(0%)

Q12.1 学校多举办关于汉语教学的活动。此选项大多数

的人选择同意，共有 122 人，占总数 97.6%, 占最多的人数。

调查数据比较明显目前学校举办关于汉语教学的活动不够多

学校可以考虑再举办更多的汉语教学活动，这也是一种课外

学习方式，此外，活动可以加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给学

生带来启发与思考。

Q12.2 需要更好更多的语言习得环境。此选项同意的人

数共有 121 人，占总数 96.8%，此选项选择不同意和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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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2 人，各占总数 1.6%。数据显示该地区的语言习得环境

极少，学生缺乏良好的语言环境。除了在课堂上接触到汉语，

学生课外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练习汉语。研究表明，语言环境

对学习者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学生的外语能力能否快速提高，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语言环境。

Q12.3 需要教师在学习方面多给一些启发和指导。此选

项有 120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96%。调查结果说明，教师给

学生的启发与指导对学生的学习过程相当重要，这种现象与

学生的心理有关。教师给学生的启发与指导有助于加强学生

的学习动机，有些学生正是因为受到教师的启发与指导而有

动力克服困难，继续学习汉语的。

Q12.4 希望泰南三府恐怖活动减少，中国志愿者可以来

这个地区进行教学。此选项共有 118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94.4%。其次有 6 人选择不确定。泰国南部三府的恐怖情况至

今已经持续多年，影响到该地区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汉语

教学也受到了影响，中国教师志愿者不敢到该地区来。该地

区的高校只有一所学校有中国教师，是学校自己招聘的中国

教师，如果恐怖活动减少，中国教师方面的问题就比较容易

解决。

Q12.5 希望图书馆能增加汉语方面的教学材料和资源。

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共有 121 人，占总数 96.8%。其次选择

不同意的人数有 4 人，占总数 3.2%，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

最多。说明学校的图书馆里的中文教材和资源还远不能满足

学生的需求。笔者认为图书馆里的教材与资源应该齐全多样，

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由于泰国南部三府的特殊情况，汉语

教学方面与其他地区的条件也不一样，所以相关机构应该积

极落实，解决学生学习资源短缺的具体问题。

Q12.6 课后需要多学多练，加强自学的效果。此选项除 1

人外其余所有人都选择同意，占总数 99.2%。调查结果显示学

生自己也很明确课后要加强练习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自己要

多学多练，加强自学效果。笔者认为学生意识到这个问题特

别好，会对汉语学习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Q13-16 题调查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以及对学校汉语

教学的意见与建议。学生最想提高的听说读写技能是什么，

第一是汉语口语，有 72 人，占总数 57.6%。其次是听力，有

14 人，占总数 11.2%。选择写作与翻译的都是 13 人，各占总

数 10.4%，选择发音的有 10 人，占总数 8%，选择阅读技能的

共有 3 人，占总数 2.4%。（见图 7）

图 7 汉语技能的学习倾向

调查显示选择提高口语能力的学生最多。这与前面的动

机调查结果一致，对学生来说，环境与发展动机最为重要。

随着中泰两国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掌握流利的汉语口语

能力会增加自身的竞争实力，成为求职面试的优势条件。其

次是听力能力，听力与口语是互相依赖的关系，会说但是听

不懂，或者听得懂但是不会说，这两种情况都会让学生在与

中国人交流过程中遇到困难。

3 师生访谈分析

除了开展问卷调查外，我们还对泰国南部三府的三所高

校的师生进行了访谈，目的是更加深入地了解泰国南部三府

高校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笔者从汉语学生中随机选出 7 名

进行采访，其中男生三名，女生四名。大二生一名，大三大

四各两名，毕业生两名，其他为在读生。学生平均年龄 23 岁（见

表 4）。访谈内容包括学习汉语的动机，学习策略，对自身汉

语水平的满意度，影响汉语学习的因素及学习需求等问题。

表 4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3.1 学生访谈结果

3.1.1 学习动机

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有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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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外在动机， A 和 C 选择学习汉语是为了以后能够从事汉

语有关的职业，考虑到就业前途。二是内在动机，受采访学

生 B、 D、 E 和 G 选择学习汉语的原因是个人对汉语和中国

文化感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知识，于是

选择学习汉语。 

3.1.2 学习策略

访谈结果显示学生比较喜欢课后练习，加强自己对所

学内容的把握。受访学生 A、 B、 C 、D 、E 和 G 都以课

后多练习为自己学习汉语的主要策略，练习方式有背生词，

反复练习书写。受访学生 F 的学习策略跟前者不一样，他

选择提前预习课文，以便上课的时候容易理解消化老师的授

课内容。

3.1.3 学习收获

受访学生 A 表示毕业以后准备用汉语提升自己，受访学

生 C 和 E 打算用汉语做兼职。受访学生 B、 D、 F 和 G 觉得

当自己能够用汉语与中国人交流，或者看懂有关汉语的材料

时，都会让他们感到有成就感，会继续学习汉语。

3.1.4 对恐怖活动的看法

学生对泰国南部三府的恐怖情况的看法与感受有两种观

点。一是对汉语教学质量表示担心。受访学生 A C D E G 比

较注重汉语教学质量，认为恐怖情况导致他们失去良好的语

言学习环境，中国教师也不敢来泰南三府地区进行汉语教学，

难以获得好的教学资源。二是学生较注重自身的心理感受。

受访学生 B 和 F 认为心理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为经常发

生混乱的区域并不在学校所在地，而且他们觉得恐怖情况并

没有像媒体宣传得那么严重，对汉语教学的影响也不算大。

3.1.5 汉语活动形式

通过访谈显示学生对活动形式的需求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能够增加语言环境的活动，受访学生 A B C D E G 希望

有更多的语言环境。二是能够给学生启发的活动，受访学生 

F 希望学校能够举办一些给学生启发或提高学生学习动机的

活动。

3.1.6 汉语学习的优劣势

受访学生 E 、F 和 G 反映，课外没有语言环境，几乎用

不到汉语，他们希望能够多在日常生活实际情况中运用汉语。

受访学生 D 遇到的问题是虽然在学习过程中学到很多词汇，

但是在实际交流时却发现自己听不懂中国人说的话。 

3.2 教师访谈结果分析

笔者从三所高校中选取了 5 名教师进行访谈，三名男教

师，两名女教师，平均年龄约32岁，其中4名有5年以上的教龄，

1 名是新手教师（见表 5）。访谈内容包括采用的教学方法，

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如何创造适当的语言环境，影响教师汉

语教学的因素，以及教师对学生的预期。

表 5 受访谈教师的基本信息

受采访者 性别 年龄 教龄

受采访教师 A 男 32 岁 7

受采访教师 B 女 27 岁 2

受采访教师 C 女 32 岁 7

受采访教师 D 男 33 岁 8

受采访教师 E 女 34 岁 8

3.2.1 有效的教学方法

访谈发现，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

强化学习动机，教师经常提到运用汉语取得成功的例子，让

学生意识到学好汉语的重要性以及对人生的益处，产生学习

的动力。二是增加情感共鸣，跟学生讨论有趣的话题，或分

享自己在中国留学的经验，活跃课堂气氛，拉近师生距离；

三是鼓励学生多说汉语，参加汉语比赛，当学生的表现获得

肯定、表扬时，他们会为自己取得的进步与成绩感到自豪，

从而增强自信，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

3.2.2 遇到的教学问题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班级学生的汉语水

平有差别，教学难易度很难把握。授课内容如果太简单，汉

语基础好的学生没有收获，会觉得无聊，浪费时间；如果教

学内容比较深奥，汉语水平差的学生会觉得难以接受，有可

能产生放弃的想法。

3.2.3 创造语言环境的方法

教师给学生创造语言环境的方法主要是课堂上使用汉语

授课，跟学生交流，课外也尽量跟学生说汉语，让学生有良

好的语言环境，并要求学生每天观察记录自己使用汉语的情

况，一天能掌握多少汉语词汇。课堂活动的设计考虑学生的

学习兴趣，选择具有参与性及合作性的活动类型。

3.2.4 教师对学生的预期

接受采访的教师基本认同学生学习有进步，比较符合自

己的预期。但也有个别教师反映学生中文学习缺少积极性，

对自己的要求不高，还没达到老师的预期，希望学生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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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促进汉语学习。笔者认为这一点也值得考虑。学生的

汉语学习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符合教师的预期，教师的判

断标准恐怕较难统一。 

3.2.5 多元文化对汉语教学的影响

访谈结果发现，泰国南部三府地区的多元文化对汉语教

学也有影响。学生多数是本地人，日常生活以马来方言为主。

教师的授课语言会造成师生间交流与理解上的障碍，有些泰

语词汇教师要进行仔细的解释。学生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或

者向教师提问时不能准确到位。此外，有不少学生信伊斯兰教，

教师要适当补充伊斯兰教里面的专有名词，同时要避免比较

敏感的宗教话题。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教学效果。

4 建议及对策

综合以上调查访谈的分析结果，以及意见和建议反馈，

笔者尝试从师资、教与学、课程要求、教学环境、教学资源

等几个方面提出改进的建议和对策。

4.1 严格招聘制度，保证师资来源，提升教师素质

研究发现，教学师资专业背景不统一，流动性大，数量

不足，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建议完善教师资质审查，制定严

格的招聘制度，签署稳定协议，保证本土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与连续性。适当增加中国教师的数量，虽然泰国教师够资质，

但对语音课或口语课这样的课程，由中国教师授课会取得更

佳的教学效果，毕竟这种课对汉语语感、发音能力及表达方

式的要求更加严苛，泰国教师较难达到。如果汉办派遣的中

国志愿者教师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应拓宽招聘渠道，与中国

大学建立合作交流项目，获得必要的师资来源与支持，目前

有些学校已经做出了有效的尝试。同时各高校应注重教师队

伍的素质建设，定期进行教学与管理能力的培训，为本土教

师和中国志愿者教师提供互相学习、交流切磋、共同进步的

机会。可能的话中国教师应主动学习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化，

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顺利开展教学工作做好准备。

4.2 针对学生特点，丰富教学手段，促进学习效率

泰南地区是泰国文化，中国文化以及马来族文化的汇

聚地，人们的语言背景不同。学生中说泰语的仅占 40%，约

60% 的学生用马来方言交流，而且马来方言说得比泰语还流

利。教师方面也存在差异，本土教师习惯用泰语授课，这给

以马来方言为主交流的学生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和不便；中国

教师上课时以汉语为主，而学生的汉语水平有限，他们不能

完全听懂老师所讲的内容，学习压力大，容易产生焦虑情绪

和挫败心理。为此，提倡中国教师与本土教师联合教学，优

势互补。教师要认真备课，善于观察，了解学生的汉语水平、

学习策略、性格特点等因材施教。要注意控制授课语言的生

词量和话语的难易度，讲解时启发引导，多举例子帮助学生

理解，让学生造句，检查他们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有效

组织活动，将游戏、表演、辩论融入课堂，通过合作学习，

完成教学任务。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通过播放中国新闻，

介绍电视节目，观看日常交际情景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

4.3 提高考核标准，制定激励措施，强化学习动机

动机是影响学生学习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教学过

程中值得关注的部分。研究发现，泰国南部三府高校学生的

学习动机中环境与未来发展动机最强，内在兴趣动机次之。

30% 的学生认为自身的学习动力不足，20% 的学生表示不确定。

泰南三府华裔学生较少，对汉语言文化的认同感普遍较低。

有的学生在课堂上有心理负担，他们不敢开口说汉语，担心

说错会当众出丑或被人取笑。教师认为学生缺乏学习目标和

动力，对自己要求不严，学习只是完成课程，走过场而已，

对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甚满意。为了改善这种情况，首先要加

强汉语教学管理，提高考核标准。在汉语专业的课程中选出

几门课，做好相应的规定。如：选择中级汉语课的学生除了

学业考试外还要通过 HSK 4 级，选择高级汉语的学生要通过 

HSK 5 级，如果通不过就必须重修。此外，要制定一些激励

措施，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汉语水平要和中奖、孔奖等各类奖

学金的申请评选、汉语活动或相关比赛的资格挂钩，做到公

开选拔，择优录取，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样的措施会敦

促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产生较强的学习动机。

4.4 创设语言环境，组织交流活动，提高口语能力

语言环境对学习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学语言必须通过

多说多练才能掌握。调查发现缺少语言环境是当地学生面临

的较大的问题。由于受恐怖活动的影响，到泰国南部三府来

玩的中国游客人数锐减，学生在课外缺少良好的语言环境和

伙伴，很少能够在实际情境中使用汉语。有的学生虽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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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多用汉语，但是又存在顾虑，比如，主动和同

学用汉语交流会不会尴尬，自己的汉语水平能否准确地进行

表达，用汉语交际是否太麻烦等等，于是就放弃了说汉语的

念头。有的学生反映课堂上学到的汉语无法适应真实的语言

情景。教师要设法创造更多真实的语言环境，增加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操练汉语的机会。比如，规定每个星期有两天时间

师生或生生之间必须用汉语交流，根据学生完成的情况进行

适当的奖惩。每个周末布置一份主题作业，让学生网上搜集

资材料，观摩学习，周一回来做简要汇报。有条件的学校可

以组织语伴、汉语角等语言实践和中国语言文化的宣传活动，

为中泰两国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让学生在真实的语

言环境中去接触感知不同的语音，通过交流合作共同完成任

务。教师也可以带领学生定期参加孔院举办的活动，让他们

亲身体验中国文化，分享活动成果。这些都是帮助学生开阔

眼界、增长见识、提高交际能力的好方法。也可以通过问卷

调查了解学生对活动内容与类型的喜好，以便设计更加符合

学生意愿的具有针对性的活动。

4.5 更新教材内容，改进教学设施，保障教学资源

调查显示，约 43% 的学生认为学校使用的教材基本合适，

约 26% 的学生对教材情况并不满意，另外有 31% 的学生不确

定。目前使用的部分教材是复印件，既不方便归档整理，又

经常丢失损坏，学生希望提供专用教材，内容与版面设计方

面突出趣味性，图文并茂，色彩丰富。学生也希望教材能够

与时俱进，及时增加中国热门话题、网络新词新语、中国人

语言运用实况、文化知识及习俗等新鲜内容。建议根据实际

情况选用汉语教材，或编写本土化自用教材，也可共同使用。

学校可向汉推中心申请，保障赠书的精准化，或通过互联网

购买汉语教具以促进资源更新。图书馆应适当增加汉语教材

及参考资料的种类与数量，更好地满足各个年级学生的学习

和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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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eaching Ability to Develop the 
Core Literacy of Chinese Students——Based on Teacher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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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basic education. Among them, what 
teaching ability can best develop students’ core literac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n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eachers put the teaching abilities of the curriculum and moral fields in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03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yu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China.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and normal students’ learning courses, we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ability in the field of curriculum, language and morality. 
　
Keywords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basic literacy of subjects 
　
Fund Project
Sichuan’s first batch of outstanding teac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Leshan Teachers College-Sichuan Rural Middle School 
Chinese Excellent Teacher Training-Excellent Middle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Reform Project. 

什么是发展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最重要的教学能力——基于
教师调查　
党瑾　李先锋　

乐山师范学院，中国·四川 乐山 614000　

摘　要

在中国，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已成为基础教育课程课改的热点。其中，什么教学能力最能发展学生核心素养，逐渐引起了人们
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此，本研究基于教师教学能力文献，通过对中国四川省广元市 303 名中小学教师调查问卷发现，教师将
课程领域与道德领域的教学能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此，本研究建议在今后的在职教师的培训以及师范生的学习课程中，
着重加强对通信技术领域、协作教学领域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对课程、语言、道德领域的教学能力进行完善。　
　
关键词

教师教学能力；学生核心素养；学科基本素养　
　
基金项目

四川省首批卓越教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 - 乐山师范学院 - 四川农村中学语文卓越教师培养 -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1 引言

2014 年中国教育部提出构建不同学段学生核心素养体

系，“核心素养”正式融进中国学生生活。2016 年 9 月，《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产生让核心素养在中国的发展更上

一个台阶。核心素养的发展引发了对教师教学能力的研究，

通过对教师教学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为教师教学能力的发

展提供方向。

2 问题的缘起

核心素养的提出，是社会发展的保障。核心素养的研究起

源于其他国家，一些国际性的组织都对其进行了剖析。关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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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素养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各抒己见，但对其含义基本达成

了共识，是有利于个人发展的一种能力。此定义更为全面的阐

述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关键内容。对于美国来讲，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所提倡的能力其实更适合职场需要，更专注于能力的习得。

如图 1。国际对核心素养的解读的重点大多都是知识、技能等

层面的提升，注重与实践的联系，发展的是一种方法层面的能力。

图 1 美国 21 世纪素养框架

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要落实好立德树人的要求。2014

年中国教育部颁发相关《意见》明确提出，教育部牵头，带

领各级组织研究如何构建不同学段学生核心素养体系，提出

学生需要的并且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及品格，核心素养

是中国教育政策的体现，也体现中国教育目标、学校培养目

标。更有利于一线教育者深化对中国教育方针的理解，加强

教育改革的速度，使教育行业更加的完善。“立德树人”强

调的是品格，体现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要想提升教育质量，

学生品格的培养一定不能忽视。

2016 年 9 月，中国教育部提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结构图如图 2 所示。主要指 21 世纪学生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所拥有的必要特征和关键能力，是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

一直强调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口号，与核心价值观的个人

层面密切相联系的。

图 2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结构图

如何使人全面发展？如图所示，核心素养在整个课程体

系的构建中占有重要地位。课程体系的建设由国家牵头，其构

建应是全方位，且上级都能够领导下级的。第一步，由教育部

在每个环节为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立提供大的指导方针，分

学段提出相关要求，明确学生应具备哪些具体能力和良好品格。

其次，根据所开发的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在学习后应该实

现怎样的目标。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进行修

改。最后，由学校和教师进行落实，具体讨论应该怎么做。

对中国当代学生来讲，最必要的就是要培养他们对国家

的认同感，将此至于首位。以国家认同感为例，众多学科核心

素养均对此做出了要求。国家认同这一要点不是某一学科素养

特有独有的地方，在中学的大多数科目中都有分布。可见，国

家认同素养受到了中国的重视。2017 年全国高考大纲进行修

订，《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理性思维、批判质疑、

勇于探究”这些具有科学精神的议论要素恰恰是学生需要具备

的。核心素养要求当代学生要学会承担责任，其中，社会参与

要求当代学生要负起责任，这也是学生心理素质的良好品质。

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教育，不仅是阅读和写作

的技能，而且是通过学习使用书面语言理性思考的习惯。

将核心能力引入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整合所有类型的学习。

这包括正式学习，包括各个领域或学科的非正式学习。非正

式学习成为正式学习的补充。其次，允许所有学生整合他们

的学习，将其与各种类型的内容相关联，并在必要时在各种

情况下有效地使用它。最后，通过确定必不可少的内容和评

估标准来进行直接教学，并总体上激发与学习和教学过程有

关的各种决策。

2019 年 12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中小学

教科书、职业院校教科书和普通高等学校教科书管理办法的

通知，明确提出语文、政治、历史三科的教材，由中国进行

统一编制、管理。本文即以此三类学科为例进行分析。学校

课程对所有的核心素养的发展均有帮助，但具体某一学科仍

然会优先发展某些领域的能力，所有的核心素养都是整合在

所有领域中。

2.1 语文学科

语文学科是一门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人文学科，对于

引导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理念中，语文学业成绩是语文能力的体现方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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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如图 3 所示。

图 3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语言建构与运用素养，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言建构能力，

培养方式丰富。可通过写作或阅读等形式进行展开。或采用

演讲、小组讨论等方式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展示自己的

语文学科素养。语文也是一门需要思考的学科，教师应该努

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帮助学生合理运用，在课堂上

给学生较大的自主性，给学生讨论的空间。根据课堂和语言

的多样性，在课堂中体现传统文化元素，让学生懂得文化传

承的意义。审美情趣作为中国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关键能力之

一。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主要从审美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

入手，这是多数研究人员的共识。比如《斑羚飞渡》等文章

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大自然、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的关注，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兴趣是最大的老师，从根本上指导学生的学习。语文教

学也要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让学生喜欢学习。从而摆脱应

试学习的桎梏。对于语文学科，中学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信

息水平？教育部也给出明确提示，有信息意识：能够自觉有

效地获取、评价和使用信息；数字化生存能力，积极适应“互

联网 +”等发展趋势。新课程的实施和学习方法的改革，重

点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以及沟通

和合作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是基础教育

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2.2 政治学科

图 4 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如图 4 所示，这四个学科核心素养

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是一个有机整体。政治认同，是最根本

的学科素养，培养对国家的认同感，是其余学科核心素养发

展的内在品质。科学精神的素养是中国政策方针的具体体现，

与其他学科存在一定的差异，不仅指在学科学习中所体现的

科学精神，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坚持。要学生增

强对法律的敬畏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培养法制意识，也

有助于其他素养的发展。公众参与素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

集体主义精神，增强集体荣誉感。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学中，并没有太过于注重学生批判性

思维的培养，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案，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一

种认同感。高中政治课标中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使学生能

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有效增强在社会生活

的能力，逐步建立有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形成正确的三观，

为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但课程的三维结构目标，要求我们不

以个人好恶为出发点，不能盲目地坚持所谓的权威，而是根

据客观事实和多维思维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提高我们的认知

能力。这些都符合批判性思维的精神本质。高中政治更多的

要求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核心技能，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2.3 历史学科

依据 2017 年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形成于历史的学习过程，是具有历史思维品质和关键能力的

特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帮助学生用历史的方法进行思考，

提高学生的历史底蕴，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主要有五

方面，如图 5 所示。

图 5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要求探索历史的社会责任和人文追求，了解国

家历史，培养国家认同感，爱国情操的培养是其主基调。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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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业质量水平将课程目标具体化，与核心素养呈现着一种

相关联的特点，学业质量水平依次对应着每个素养水平的不

同特征。如何上好一堂历史课，让学生在课堂上形成“历史性”，

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发起了挑战。首先用教学目标作为导向引

领课堂，明白历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时空性”。

学生理解历史的学科知识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教师就应该

对学生给予帮助，注重情境的代入感，在生活中感受到历史

的奥妙，发展对历史的兴趣。教师会关心学生，在学生发展

的过程中，教师也要得到一定的发展，呈现一种教学相长的

情况。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是在动态发展的，仍在不断

修改，教师也应该及时完善自己的教学能力，使之更适应课堂，

更合适学生。

3 教师教学能力

“核心素养”是当下教育行业较为火热的一个词，如何

使学生核心素养在学校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成为目前是中

学教育改革的一大难题。学校教育作为对学生产生主导作用

的教育，在职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作为中学生最

密切的接触者与引导者，核心素养的发展定会对教师的思想

观念和教学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教师应该怎么办，提升自

己哪方面的教学能力，才能使学生更全面的发展。

对“能力”一词进行界定是复杂的，因为它被用在很多

不同种的方式中，以至于引起混淆。能力指的是在一定情况

下做出令人满意和有效决定的能力。教师的教学能力是指教

师根据国家提出的培养目标，引导学生完成一定教学任务的

教学活动。核心素养的提出，大大促进了中国现阶段的教育

改革，教师应该怎么样做。核心素养是继素质教育后提出的

又一具有“历史性”的词语，将会更有助于中国人才的发展

与培养。将教师教学能力划分维度进行具体分析。教师的教

学能力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之中，在不停的发展。教师的在职

培训的差异也会造成教师之间教学能力的差异。比如计算机

辅助教学的应用情况等等。

4 研究目的

通过调查，了解一线教师对国家提出的核心素养的看法，

了解他们对核心素养的重视程度，分析一线教师认为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最必要的教学能力，以及教师们为了学生核心素

养的发展是否对自己的教学能力进行了完善，为教师的教育

培训提供一定的方向，提升教师专业素质，促进教师行业整

体的发展，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帮助中国整体教育

质量的提高。

5 问卷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分析中小学教师认为发展学生

的关键能力最必要的能力。

5.1 参加者

研究样本由教师组成，他们均是广元市的在职教师。参

与者总数为 303 人，男性教师 15.18%，女性教师 84.82%，有

效问卷 303 份。

5.2 问卷设置

借鉴世界各国教师教学能力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

实际情况，评估其相关性，连贯性，清晰性和简单性。将教

师教学能力主要分为五大领域，共计二十个教学能力指标。

设置了专门的调查问卷，以网络问卷为主要发放方式。问卷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对教师的基本情况的了解，收集

描述样本的识别数据。其二则是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分析，探

讨教师的哪一方面的特性最能吸引学生，哪一教学能力指标

的教学能力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哪一领域的教学

能力指标更受教师的重视。在自然环境中展开自己的研究，

增强问卷的可推广性，且设置了李克特式渐进量表，分数从 1

到 6（从最低到最高）。 

教学能力方面 指标

课程领域

对课程内容的了解

对课程的教育程序的了解

开展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权

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开展活动

根据学生现有知识库存以帮助他们进步

利用评价使教学适应学生的需求

语言领域

开展活动以促进学生的读写策略

在学生中推广口语交际策略

根据课堂语言和优秀文化传承性教授传统文化

根据课堂语言和优秀文化传承性教授普通话

道德领域

开展以促进学生之间的尊重、多样性和合作的活
动

通过合作开展活动

通过与学生对话解决纪律问题

促进学生的积极性，努力和责任感

在学生中提倡承诺或可持续的未来

在课堂活动中促进性别平等

通信技术领域
在课堂活动中使用通讯科技

促进学生使用资讯及通讯科技

协作教学领域
鼓励家庭参与子女的教育

与其他领域的同事合作设计活动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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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分析

总的来看在职教师们是了解国家提出的核心素养的这一

概念，且也有一定自己的研究，但认识并不完善。教师认为，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知识素养是最吸引学生的，因为这两方面

主要体现的就是教师的专业素养。具备学科知识素养是成为

一名老师必不可少的东西，知道怎样将知识教给学生，能安

排一堂高效的课程，是教师教学能力的直接体现。一堂好课，

是最能吸引学生的，最易让学生产生崇拜感的。

教师的教学能力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结合问卷结

果显示大多数教师会认为课程领域、道德教育领域的教学能

力对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会有显著影响（可统称为课程道德

领域），最有助于学生的发展。通过与一些教师的交谈可知，

他们认为通过语言的方式去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去纠正或

者表扬学生的一些行为，这是教师们采用的一个主要方式。

关于道德领域中在学生中提倡承诺或可持续的未来，语言领

域中开展活动以促进学生的读写策略、在学生中推广口语交

际策略共计三个教学能力指标中，由于指标不纯，不能提取

公因子，所以予以剔除，不参与讨论。从以下五个领域出发，

分析发展中等教育学生必须获得的核心素养进而所需的专业

教学能力的程度。

6.1 道德领域

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德行修养的国家，先立德。道德领

域的教学能力，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在培养学生道德素养方

面教师的教学能力。帮助学生成长为正直的、不对社会有危

害的人。所以大多数教师认为教师道德教育方面的教学能力

与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联系。在问卷提出的指

标中，开展以促进学生之间的尊重、多样性和合作的活动教

学能力指标，如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努力和责任感教学能

力指标，这是两个最具价值的指标，这是让教育成为有利于

发展学生的社会和公民能力的必要条件，以及其他跨课程能

力的重要条件，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自主和拥有主动性。

对于男生女生之间的性别差异，在课堂活动的开展中，教师

要学会一视同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去影响学生。课堂出

现纪律问题时，教师要学会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去解决，而不

是以教师的权威进行压制，形成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禁止

采用粗暴的方法进行解决。尊重学生的人格，教会学生懂得

尊重，知道人人平等，会与其他人进行合作，培养团队合作

能力，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6.2 课程领域

课程领域里的六项教学能力指标，所属领域均非常明确，

教师课程领域对学生知识能力的培养会产生基础性的影响，

教师教会学生基本的知识，实现知识与能力方面的目标。对

教学内容的全面掌握是教师的必备技能之一，这是教给学生

知识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教师教育者最看重的能力之一。教

学内容的安排上，要合适不能繁琐，课堂主线要明确。“教

什么知识，怎么教学生，最终结果会怎样？”这是评价教师

课堂的三个重要方面。对于语文、历史、政治类学科，教学

内容就相当于地基，教给学生的以知识为重。但是对于文化

和艺术领域却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更需要的是技巧的学习，

培养一种学科底蕴。关于方法论，为了培训学生发展所有课

程领域（语文、历史、政治）的核心素养以及对数字的敏感

程度，教育程序知识被认为特别有价值，授人以鱼不如教给

学生方法。以教促学，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权，让学生把学习

当作一种自觉，培训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生的差异性要求教

师尽量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开展活动，在班级授课制的

前提下虽说这具有一定的难实现性，但教师也应该努力实现，

这会有助于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发展。任何学习都不是空中楼

阁，都是具有一定的基础，教师应明白课程学习的连贯性，

根据学生的现有知识进行下一步学习，让学生明白学习的连

续性、预习复习的重要性，对学生个人能力的培养是百益而

无一害的。学生是独立且完整的个体，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

价的过程中，要客观且全面适当，教师以一种鼓励的方式，

给学生后续发展提供导向性作用，会更有助于学生进步。

6.3 通信技术领域

21 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教师的通信技术领域

的教学能力与学生的信息化素养的培养存在的一定的联系。

教师只重视发展学生数字能力所必须的教学能力的培养是在

职教师们的现状，总的来看，教师对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使用

通讯信息技术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并未努力提升自己

通信技术领域的教学能力。

联系当前时政，受新冠肺炎的影响，形式紧迫，全国中

小学生及高等教育的学生的线下教学都进行了暂停。停课已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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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日，在教育部的引导下，“停课不停学”，各个学校都

进行了线上教学活动，学校课程停止，但学习不能停止。“在

家上学”这种新颖而又独特的方式，大力冲击了传统的教育

方式，显示出了“云教学”的优势。经过访问得知，有些一

线教师其实是不适应这类似的线上教学活动，他们习惯于三

尺讲台，对于线上教学，仍在摸索之中，处于一种“现学”

的状态。所以线上教学的初期就很难发挥出“家校”的教育

合力，各方都处于摸索阶段。建成一个一体化的“家校社会”

有一定的难度。其实这也从侧面验证了调查结论。通信技术

领域的教学能力在此之前并未受到教师的强烈重视。

对于出生在 21 世纪的学生来讲，他们的信息需求通常是

通过互联网上的社交媒体，通过各种设备（笔记本电脑、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来满足的，这与在学校获得信息的方

式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教师需要提升自己使用通信技术的能

力，教师需要在课堂中使用通信科技带给学生一些不一样的

知识，迎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健

康地使用通信科技进行自我探索。

6.4 语言领域

在语言领域的教学能力会更侧重学生某一方面能力的发

展，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没有过于强烈的影响，得出此结

论有可能是因为，些许教师认为在各个课程领域都存在孤立

的思维：“语言课是语言课，而在科学课中则不教授（或学习）

语言”。殊不知语言是贯穿全部课程的。这种想法让人吃惊。

他们反而会认为，语言领域和道德领域的结合，用语言对学

生进行道德教育，会更有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语言领

域的教学能力是有助于教师道德领域教学能力的发展。

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口语交际策略，会有助于其他方

面的发展，是综合能力的提升，是学生综合能力的直接体现。

教给学生传统文化知识，让学生对传统了解的更为深厚，培

养学生的人文底蕴。大多数教师均认为，给学生教授普通话

是教师必不可少的一种教学能力，教授普通话的时候联系中

国其他文化，将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6.5 协作教学领域

教师的协作教学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教师与家庭的联

系，二是各个任课教师之间的联系。教师或学校采取措施促

进和鼓励家庭与学校的合作，使教师与家庭的联系更紧密，

这是一个受重视的指标，这更有利于教师对学生的了解与管

理，有利于课堂教学以及课堂效率的提高。与其他领域的同

事合作这一项指标数据较低，再依据与教师的交谈情况进行

猜测。同事合作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策略之一，教师学会

与班级其他任课教师进行合作，提高自己的备课能力，以教

师之间的合作带动学生之间的合作，更有助于学生核心素养

的提高。但不同学科教师对学生核心素养训练的侧重点是有

所区别的，学科素养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教师的合作可能

为打乱原本班主任教师（主要教师）对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

学科要求，有一定的风险。合作是值得在学校进行推广的一

种教学方式。能适应在团队中进行各种类型的活动将更能促

进师生的发展。

7 结语

论文是关于教师教学能力和学生核心素养的关系的研究，

研究都会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本篇论文的调查对象是广元市

的 303 名中学教师，这项调查缺点之一是调查对象的选择，

范围有限，代表性不强，但不能完全否定其参考价值。在教

学领域，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课程领域以及道德领域的教

学能力最受在职教师的重视，认为其与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

具有必然联系。然而暴露出的问题即是在职教师认为语言领

域、通信技术领域以及协作教学领域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没有太必要的联系。为了使教师的专业素养更高，为了使学

生的核心素养更完善。在后续的教师培训中，应该加强与现

代社会相接轨的通讯科技的运用。师范教育会影响教师职前

教学能力的形成，在职教师仍然可以通过入职辅导、在职培训、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同伴互助、自我教育等方式进行专业发展。

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教师也要学会借力，协作教学必不可少。

提高对语言领域的重视，语言无处不在，语言应该一直都在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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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最必要的教学能力”调查问卷

亲爱的老师：您好！本问卷的发放是为了调查教师对如

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能力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教学

能力是什么。您的回答对教师教育的发展有重要贡献。本问

卷随机进行发放，回答没有对错之分，您的答案完全保密，

结果仅为科研所用。请您认真，客观地填答！衷心地感谢您

的支持！

1. 您的性别：

①男 ②女

2. 您的年龄：

① 35 岁 以 下 ② 35 岁 至 44 岁 ③ 45 岁 至 55 岁 ④ 超 过

55 岁

3. 您所教授学科：

①语文 ②历史 ③政治 ④其他

4. 您学校所在地：

①市区 ②郊区③县城 ④乡镇

5. 您所在学校：

①初中 ②高中（含中职） ③其他

6. 您的服务年限：

①小于 5 年② 5 至 10 年③超过 10 年

7. 您的学历：

①大专 ②本科 ③本科以上 

8. 您的职称：

①暂无 ②三级（员级） ③二级（助理） ④一级（中级） 

⑤高级（副高） ⑥正高级（正高）

9. 您对“核心素养”一词的了解程度：

①非常不了解 ②不了解 ③比较不了解 ④比较了解 ⑤了

解 ⑥非常了解

10.“教师对课程内容的了解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有显著正

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⑥非常同意

11.“教师对课程的教育程序的了解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有

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12.“开展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对学生的核心素

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13.“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开展活动对学生的核心素

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14.“根据学生现有知识库存以帮助他们进步对学生的核

心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15.“利用评价使教学适应学生的需求对学生的核心素养

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16.“开展活动以促进学生的阅读写作策略利对学生的核

心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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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⑥非常同意

17.“开展活动促进学生之间的口头沟通策略对学生的核

心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18.“根据课堂语言和优秀文化传承性教授传统文化对学

生的核心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19.“根据课堂语言和优秀文化传承性教授普通话对学生

的核心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0.“开展以促进学生之间的尊重、多样性和合作的活动

利于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1.“通过合作开展活动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有显著正向

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2.“通过与学生对话解决纪律问题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有

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3.“促进学生的积极性，努力和责任感对学生的核心素

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4.“在学生中提倡承诺或可持续的未来对学生的核心素

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5.“在课堂活动中促进性别平等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有显

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6.“在课堂活动中使用通讯科技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有显

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7.“促进学生使用资讯及通讯科技作为学习工具对学生

的核心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8.“鼓励家庭参与子女的教育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有显著

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29.“与其他领域的同事合作设计活动对学生的核心素养

有显著正向影响”：

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比较不同意 ④比较同意 ⑤同

意 ⑥非常同意

30. 您认为教师的哪一方面最吸引学生：

①知识素养 ②教学能力 ③职业品格 ④个人特征

31. 您认为教师哪一领域教学能力对培育学生核心素养影

响最大：

①课程领域的教学能力 ②语言领域的教学能力

③道德领域的教学能力 ④使用通信技术的能力

⑤协作教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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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Normal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Ability——
Taking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Chinese Teacher Students as 
an Example 
Hongjiao Li　Xianfeng Li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41000, China 

Abstract
Digital competence is one of the eight key competencies defin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is ability can often be defined as 
self-confidence, critical and crea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goals related to work, employment, 
learning, leisure or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view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Chinese normal 
universities under the epidemic on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ir future careers, and to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situa-
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and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with a view to reflection and advancement. 
　
Keywords
Chinese normal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European Commission 
　
Fund Project
The First Batch of Excellent Teacher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 in Sichuan Province (csbf [2016] No.4) “Sichuan Rural Middle 
School Chinese Excellent Teacher Training——Excellent Middle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Reform Project” of Leshan Normal Univer-
sity. 

师范生数字素养能力调查——以乐山师范学院中文师范生
为例　
李洪娇　李先锋　

乐山师范学院，中国·四川 乐山 641000　

摘　要

数字能力素养是欧盟委员会定义的八项关键能力之一。这种能力通常可以定义为自信、批判性和创造性地利用信息和通信技
术实现与工作、就业、学习、休闲或参与社会有关的目标。本研究旨在了解疫情之下中国师范院校中文专业学生对发展未来
职业的数字能力素养的看法，并针对目前的情况提出改善建议。论文提出了研究的概念和方向，以期有所反思和推进。　
　
关键词

中文专业师范生；数字素养能力 ；欧盟委员会　
　
基金项目

四川省首批卓越教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川教厅办函〔2016〕4 号）乐山师范学院“四川农村中学语文卓越教师培养——卓
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1 研究背景

伴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以前所未

有地方式改变着基础教育的信息环境，特别是网络教育的大

幅度增长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传统教育的变革，

传统教育将面临着重大挑战。2020 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

响，中国中小学和大学推迟开学，从而停课停学。2 月 28 日，

教育部政治组发出通知，全面落实和协调系统新型冠状肺炎

防治和教育改革发展工作。《通知》指出，为进一步提高网

络教育教学水平，不仅要明确目前网络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

式工作，开学后还应不断探索课堂与网络教育的有机结合。

各地中小学要高度重视“不停教、不停学”，认真做好加强

学生家庭学习辅导，规范网络教师组织行为，不断丰富学习

资源，加强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思想教育，尊重学生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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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为保证网络的安全稳定，高校应制定一校一校多策的

网络课程，改革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各地和中

小学要高度重视不停教不停学工作，认真贯彻落实。[1] “不停学”

是一种广义的学习，网络教育不可能在开学后完全取代真实

情景下的课堂教学，但在疫情期间为了“不停学”，网络教

育无疑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教学手段。高校要根据学校的

现状和不同学科、不同班级、不同类型课程的特点，有效地

进行网络教学，这势必要对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出极高的要求。

对此。本文以欧盟的数字框架概念为研究基础，以中国乐山

师范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聚焦以下几个问题：

①师范生对他们的数字素养水平有什么看法？

②学校的培训计划与师范生对他们的数字能力的看法之

间是否有关系？

③该如何培养师范生数字素养能力？

④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下，线上教学面临哪些挑战？

对师范生教育有哪些启示？

2 理论基础

数字素养能力是数字时代生存的根本。它们的概念内涵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改和拓展，往往与信息能力、

媒体能力、计算机能力、网络能力、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多种

能力相融合。1994 年阿尔卡拉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

认为数字能力素养应包括形象能力、娱乐能力、产业能力、

信息能力和社会情感素养。这一理论框架被认为是数字素养

最全面的模型之一。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来自欧盟数字

能力框架，该框架概括的“数字能力素养”包括了人们有能

力和态度通过工作、学习中的数字手段去识别、理解、创造、

交流、批评信息和问题，以及利用自由时间去进行社会参与。[2]

赵晓峰和孙向晖提出了融合的概念，数字能力素养是指在数

字环境中，运用一定的信息技术工具和方法，能够快速有效

地发现、接收、评价、整合和交换信息的综合科学能力和文

化素养能力。

3 研究方法

3.1 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在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专

业师范类的专科班与本科班四个年级中随机抽取的 314 名同

学。其中专科人数 16 人，本科 298 人。大一年级 17 人，大

二年级 25 人，大三年级 124 人，大四年级 148 人。

第一题：您的学历水平。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本科 298 94.9 94.9 94.9

专科 16 5.1 5.1 100.0

总计 314 100.0 100.0

第二题：您现在所在的年级。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大四 148 47.1 47.1 47.1
大三 124 39.5 39.5 86.6
大二 25 8.0 8.0 94.6
大一 17 5.4 5.4 100.0
总计 314 100.0 100.0

3.2 研究过程

研究的主要阶段是在乐山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建立

实验基础。第一阶段是通过文献进行理论完成初步研究后，

将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第二阶段寻求学院中文专业师范生

的帮助完成调查问卷。目的在于通过调查能分析出研究的问

题，并确定发展数字技能的最佳做法，并将其视为大学改革

的建议，使其纳入高师院校的教学和培训计划。

3.3 调查仪器

为了解决研究的第二阶段，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中文

专业师范学生对数字技能的看法。目前正在进行核查阶段。

附录 A 所载的调查表得到了一位专家的确认。根据其重要性、

连贯性、相关性和唯一性（从 0 到 5），对其有效性进行了评

估。最终结果由 13 个题组成，包括 5 个选项和 7 个封闭题。

目前正在努力收集数据进行初步研究，以便我们能够分析仪

器的可靠性，数据统计工具为 SPSS24.0，调查问卷如下。

中文师范生数字能力素养调查问卷

第 1 题 您的学历水平。 [ 单选题 ]

选项 小计 比例

专科 16 5.1%

本科 298 94.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4

第 2 题   您现在所在的年级。 [ 单选题 ]

选项 小计 比例

大一 17 5.41%

大二 25 7.96%

大三 124 39.49%

大四 148 47.1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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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题 您是否认为自己具备未来工作所需要的数字能力素养。 

[单选题 ]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93 29.62%

不是 221 70.3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4

第4题 在您的师范技能培训中，ICT培训是否强制。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48 15.29%

不是 266 84.7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4

第 5 题 您是否有特定方式来展开 ICT 培训。 [单选题 ]

选项 小计 比例

有 45 14.33%

没有 269 85.6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4

第 6 题 您是否认为自己接受过扎实的 ICT 培训。 [单选题 ]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56 17.83%

否 258 82.1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4

第 7 题 您是否认为可以将 ICT 纳入教师技能培训课中。 

[单选题 ]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252 80.25%

否 62 19.7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4

第 8 题 在以下培训中，您需要达到且认为事困难的是？ 

[矩阵单选题 ]

题目 \ 选项 没有困难 轻度困难 高难度

评估自己的需求并选择资源、
工具、信息制定个人的教学策

略。
34(10.83%) 243(77.39%) 37(11.78%)

创建、编辑、和改进不同格式
的内容（例如照片、视频、文件），
并通过数字媒体和技术进行创

造性表达。

21(6.69%) 242(77.07%) 51(16.24%)

找出课堂中的数字技术问题并
解决。

21(6.69%) 150(47.77%) 143(45.54%)

第 9 题 以下行动再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发展你的数字能力素

养？ [ 矩阵单选题 ]

题目 \ 选项 没有帮助 一点帮助 有帮助 很大帮助

通过我学位期间的必修
课程。

20(6.37%) 46(14.65%) 230(73.25%) 18(5.73%)

通过有关互联网的使
用，学习文字处理、电
子表格、演示文稿等高

级课程。

7(2.23%) 44(14.01%) 246(78.34%) 17(5.41%)

通过有关互联网的使
用，学习文字处理、电
子表格、演示文稿等基

础课程。

7(2.23%) 62(19.75%) 221(70.38%) 24(7.64%)

通过自己的时间进行个
人学习。

11(3.5%) 137(43.63%) 143(45.54%) 23(7.32%)

通过学习特定的应用程
序课程。

12(3.82%) 52(16.56%) 236(75.16%) 14(4.46%)

第 10 题 指出您出于以下哪些目的使用 ICT 的频率高。

[矩阵单选题 ]

题目 \ 选项 从不 有时 总是

解决疑惑。 28(8.92%) 112(35.67%) 174(55.41%)

了解周围发生了什么。 20(6.37%) 104(33.12%) 190(60.51%)

作为学习资源。 12(3.82%) 252(80.25%) 50(15.92%)

作为师范生准备教学内容。 21(6.69%) 238(75.8%) 55(17.52%)

完成作业和报告。 23(7.32%) 240(76.43%) 51(16.24%)

第 11 题 用以下句子表示你的同意程度。 [ 矩阵单选题 ]

题目 \ 选项 比较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为了充分利用 ICT 进行教学，师
范学校需要就课程进行方法和结

构上的变革。
176(56.05%) 120(38.22%) 18(5.73%)

为了充分利用 ICT 进行教学，师
范学校需要将其纳入师范生技能

培训计划。
158(50.32%) 140(44.59%) 16(5.1%)

ICT 技术有利于发展师范生的能
力。

150(47.77%) 147(46.82%) 17(5.41%)

ICT 有利于改善教师与学生的关
系。

169(53.82%) 133(42.36%) 12(3.82%)

在 21 世纪的教学中使用 ICT 至关
重要。

154(49.04%) 144(45.86%) 16(5.1%)

在教学中 ICT 技术能够对学生学
习产生积极作用。

171(54.46%) 129(41.08%) 14(4.46%)

第 12 题 用以下句子表示同意程度。 [ 矩阵单选题 ]

题目 \ 选项 比较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我觉得我有足够知识将 ICT 整合到
我的教学活动中。

25(7.96%) 98(31.21%) 191(60.83%)

我觉得我有足够知识在社会生活中
使用 ICT 28(8.92%) 112(35.67%) 174(55.41%)

我觉得我有足够知识将 ICT 用来开
发教学策略。

27(8.6%) 96(30.57%) 191(60.83%)

第 13 题 您认为您需要通过什么方式在未来行业中使用 ICT

技术。 [ 单选题 ]

选项 小计 比例

技术培训课程。 36 11.46%

参加创新创业项目。 24 7.64%

参加特定的研讨会。 29 9.24%

学校开设课程专门 ICT
课程。

208 66.24%

没有 17 5.4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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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师范生对他们数字素养能力水平看法的考察

4.1.1 师范生认为其 ICT 技术操作能力处于基础阶段

调查问卷显示，相当一部分普通师范学生认为，发展数

字素养能力是必要的，认识到数字素养能力的重要性，但实

际操作能力却是处于基础阶段。在调查问卷中，涉及的提问

有：①评估自己的需求并选择资源、工具、信息制定个人的

教学策略。②创建、编辑、改进不同格式的内容，并通过数

字媒体和技术进行创造性表达。③找出课堂中的数字技术问

题并解决。这三个问题是针对数字技术具体操作能力而展开，

在问卷的回答中，笔者将阶段程度用高难度、轻度难度、没

有难度进行表示。通过统计发现，处于轻度困难的频率、有

效百分比都是高于较为困难以及没有困难。轻度困难则是师

范生有一定的操作能力，但是未达到没有困难，也就是较为

熟悉较高水平的阶段。所以在后续的师范生数字技术能力培

养上，要向着高目标、高水平的方向前进。

4.1.2 师范生认为数字能力素养具有重要性

在调查问卷中，问及学生是否认为可以将 ICT 纳入教师

技能培训课中时，回答是的频率为 252，远远大于回答否的频

率。在百分比以及有效百分比上，认为应该纳入的方面也是

远大于认为不该纳入的。其次，在问及 ICT 技术有利于发展

师范生的能力的这一问题中，表示比较同意的频率为 150，有

效百分比为 47.8，累计百分比为 100。说明在此次调查中，师

范生普遍认为具备数字能力素养具有重要性，同时师范生愿

意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技术培训课程，培养其数字能力素养。

第七题：您是否认为可以将 ICT 纳入教师技能培训课中。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否 62 19.7 19.7 19.7

是 252 80.3 80.3 100.0

总计 314 100.0 100.0

第十一题：（1）用以下句子表示你的同意程度。（为了充分

利用 ICT 进行教学，师范学校需要就课程进行方法和结构上

的变革。）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不同意 18 5.7 82.2 82.2

同意 120 38.2 38.2 43.9

比较同
意

176 56.1 56.1 100.0

总计 314 100.0 100.0

4.2 学校培训计划对师范生数字能力素养看法考察

将整个调查问卷利用 SPSS24.0 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有

无扎实的数字素养培训和师范生的数字素养有显著相关。首

先，在调查学生在数字教学素养方面是否接受过扎实培训中

（T=-7.087，P=0.019）。其次，在调查数字生活素养方面是

否接受过扎实的 ICT 培训中（T=-6.475，P=0.023）。并且培

训变量可以解释师范生数字教学素养变量总方差中 13.9% 的

变异量；可解释师范生数字生活素养总方差中 11.8 的变异量。

即有无培训和师范生数字素养有着显著的中度关联强度。

是否接受扎实 ICT 培训在数字教学素养、数字生活素养的差

异比较。

是否接受
过扎实的
ICT 培训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值 Eta 平方

数字
教学
素养

是 56 2.20 .646
-7.087*** 0.139

否 258 2.64 .583

数字
生活
素养

是 56 1.98 .674
-6.475*** 0.118

否 258 2.57 .602

4.3 师范生缺乏数字化课程培训

问卷的第四到第五个问题以及第九题，将考察乐山师范

学院中文专业师范学生是否接受过数字素养的系统训练。结

果发现，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数字能力素养教育所占的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以及频率都大于系统接受过教育者。以乐山师范

大学为例，大学信息基础（1 学分）、信息技术方法与实践（2

学分），可见信息技术课程所占比重较小，没有专门针对教

师的课程。可见，目前中国数字素养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还处

于起步阶段。在具体的实践中，普通大学生的数字素养课程

和数字素养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有必要在以后的课程

中设置能够提高数字素养的课程。

第四题：在您的师范技能培训中，ICT 培训是否强制。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不是 266 84.7 84.7 84.7

是 48 15.3 15.3 100

总计 314 100.0 100.0

第五题：学校是否有特定方式来展开 ICT 培训。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没有 269 85.7 85.7 85.7

有 45 14.3 14.3 100

总计 314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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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题：您是否认为自己在学校接受过扎实的 ICT 培训。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否 258 82.2 82.2 82.2

是 56 17.8 17.8 100.0

总计 314 100.0 100.0

第九题：（1）以下行动再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发展你的数字能

力素养？ (以下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发展你的数字能力

素养？——通过我学位期间的必修课程。)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很大帮助 18 5.7 5.7 5.7

有帮助 230 73.2 73.2 79.0

一点帮助 46 14.6 14.6 93.6

没有帮助 20 6.4 6.4 100.0

总计 314 100.0 100.0

4.4 学校 ICT 培训任重道远

在分析问题四到五中，得到了观点师范生缺乏数字化课

程培训。从这一观点中我们可以得知学校在 ICT 培训方面存在

着不足。那么在问题七中我们发现，在问及是否可以将 ICT 纳

入教师技能培训中，回答是的频率、百分比以及有效百分比都

是高于否的。以及在问题十三中，被问及通过何种方式在未来

行业使用 ICT 技术时，选择通过学校课程培训的百分比最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学生本身是希望能够通过学校这一方

面来改进自身的 ICT 能力，并且对学校是持信任的态度的。同

时在问题十一中，认为学校可以将 ICT 纳入教师培训课程中是

的比例明显大于否的比例。同时因为学校的培训存在不足，所

以认为学校需要进行方法和结构变革中比较同意也是处于最高

比例。所以学校在进行 ICT 培训方面承载着学生们的希望与信

任，但同时也承担着进行改革提升的责任。

第七题：您是否认为可以将 ICT 纳入教师技能培训课中。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否 62 19.7 19.7 19.7

是 252 80.3 80.3 100.0

总计 314 100.0 100.0

第十一题：（1）用以下句子表示你的同意程度。( 为了充分

利用 ICT 进行教学，师范学校需要就课程进行方法和结构上

的变革。)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不同意 18 5.7 82.2 82.2
同意 120 38.2 38.2 43.9

比较同意 176 56.1 56.1 100.0
总计 314 100.0 100.0

第十三题：您认为您需要通过什么方式在未来行业中使用 ICT

技术。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没有 17 5.4 5.4 5.4

学校开设课程专
门 ICT 课程。

208 66.2 66.2 71.7

参加特定的研讨
会。

29 9.2 9.2 80.9

参加创新创业项
目。

24 7.6 7.6 88.5

技术培训课程。 36 11.5 11.5 100.0

总计 314 100.0 100.0

4.5 师范生数字素养能力培养举措

4.5.1 课程体系改革与数字信息课程建设

问卷调查显示，乐山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数字信息能力课

程较少。在整个学士课程中，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课程只占三

个学分绩点，而且这些课程是全校的必修公共课程，是普通

学生的信息技术课程，而不是针对师范专业的学生课程，更

不是专门针对中文专业的学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校应

改革课程体系，开设不同学科的信息技术课程。比如，数学

专业和语文专业在今后的实际教学中内容和方法完全不同，

学校不应照搬他们的信息技术课程，而应根据学科类型进行

调整。其次，要因材施教，增加信息素养课程的教学时间，

使学生能够自主实践。最后，在信息技术领域课程评价方面，

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灵活的评价方法。它可以与你自己的专

业相结合。它可以与中国设计课程或普通小学生的学习课程

相结合，检验小学生的实际适用性，认清自己的优缺点。

4.5.2 师范学校提高优化 ICT 技术操作能力

通过调查问卷分析的结论第二点可知，师范生 ICT 技术

操作能力处于基础阶段。并且第三点也提到，学校 ICT 技术

发展任重道远。从中也就可以知道，师范学校应重视 ICT 技

术操作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在面向基础的生活、学习中使用，

还要在基础的基础之上进行优化、提高。针对这一问题，师

范学校还应提高有关 ICT 课程比重，为中文师范学生提供实

践机会。同时学生可以自己尝试创作关于 ICT 技术的作品。

其次，要保证普通学生能在课堂上把信息技术作为实习或实

习的一部分，让学生真正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

4.5.3 为学生创造多渠道的学习方式

数字素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来实

现，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和手段来实现。可以通过校外培训、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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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培训、创新项目和创业项目等方式实现。例如，应通过

使用 MOOC，特别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为学生开展在线培

训，以便使他们的休闲时间得到最佳利用。其次，学校可以

鼓励学生发展与数字信息能力相关的创新和创业项目。不仅

可以提高学生对数字素养能力的认识，而且可以使学生加深

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开展富有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工作。最后，

学校还可以在校外设立数字信息培训公司或机构，开展合作，

使机构内的学生能够接受培训。

4.5.4 以先进技术为教学工具

以乐山师范学院学生为例。如果在这几年的学习中不改

变信息技术培训的教学方法，师范生进入中小学进行教学就

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教学也就与社会发展不和谐。例如，

进入 21 世纪的今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虚拟现实设

备越来越齐全。如果只接触电脑、平板电脑、投影等比较常

见的媒体，这种信息技术的形成肯定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

教学、学习信息中心和图书馆作为数据信息部门，学生在学

习生活中产生的数据可以作为课程教学的教学实例。我们应

该在教学方法中引入 MOOC 等先进技术，建立一个随时可以

学习的学习空间 [5]。

4.6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面临的挑战

4.6.1 师生关系问题

一些研究者认为，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有效教学的前提。

大脑研究还告诉我们，在人类教育阶段，师生之间的交流是

必不可少的。在教学中，情感促进认知感知，师生之间的人

际交往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即使网络教育中存在师生互

动，这种单向互动是短时间、短空间内的交流，与全方位交

流也是完全不同的。疫情期间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引入，

在一些学校老师对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每个孩子参加考试的时

间进行排名。这种只看数据，不看学习过程的做法遭到批评。

这一问题也给了信息技术和教学，两者的结合增加了现实的

阻力。

4.6.2 电子产品的诱惑

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不仅会影响到儿童日常学习，也会

影响到他们世界观的形成及发展。有许多成年人刷抖音看娱

乐进行消遣都会持续两个小时左右。更何况中小学生自我控

制能力差，易受诱惑。Mobile 设备虽然为学生提供了随时随

地学习的机会，但学生手中的设备也为学生提供了随时随玩

耍进行娱乐的机会。美国在线教育顾问某个教授曾对即将在

美国开课的小费班发表过评论——“如果你不是一个好教师，

翻转课堂不会真正确保有更好的学习成效 [3]。”

4.6.3 在线课程难把控

在线学习视频直播是在线学习最重要的形式。教师需要

大量的技术支持以及更详细的准备，才能将离线课堂转移到

网上。由于缺乏技术和频繁直播的巨大压力，教师们相当疲倦。

这实际上导致了将在线教学等同于教师现场视频的错误，其

根源在于误解了在线教学的本质。网络教育的本质是引导和

支持学生在线下能够自主解决问题。辅导的重点是学生学习

什么、如何学习以及如何学会。帮助学生理清学习地图和瓶颈，

解决学习困难，强化学习重点，解答学习谜题和疑问 [4]。

4.6.4 对师范生的启示

以疫情期间的教育和教学作为一个例子。虽然假期延长

了，但学生们的学习并没有停止。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学校

课堂已经被放到了互联网上，在线学习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最

重要的学习方式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学生、老师和家长都说

线上教学不利于学生的发展，片面的将在线学习与看视频相

等同起来。只有认识到学习的本质并从错误中走出来，在线

学习才能真正发生。

一般来说，教师在网络文化教育中主要做三件事。其中

之一就是学习资源的整合。目前，网络学习资源丰富，但良

莠不齐。教师必须评估这些资源的价值，根据学生的学习情

况整合资源，确定学习目标，并将资源转化为学生的学习方

法和内容，才能形成适合自己学生学习的任务清单。这种学

习准备需要老师们的大量精力。课程质量决定着学生的自主

学习效率。

第二进行咨询和援助。将任务清单转化为学生的学习行

为是网络教育的主要成就。在线学习之初，教师的首要责任

是提醒学生容易忽视的任务，使他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和记录

学习任务。在网络学习中，首先要对学生的学习任务质量进

行评价。任务完成不好的，要求学生重新学习，直至任务完成；

任务完成后，输入下一个学习任务。其次，帮助学生解决困难，

了解重点。引入微视频解决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让学生

有针对性地看视频，视频结束后提问，让学生思考、回味、

体验，完成学习任务。在这里，这也是一个始终解决问题和

答案的问题，也是一个促进学习卡要点、瓶颈和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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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研究进行总结和推广。在原则上完成学习任务后，教

师可以通过音频总结本次学习的要点，强调知识、教学与理

解精神内涵在学习内容上的联系，并理解学习意义。最后，

安排学习效果识别任务。

第三，批改作业。收集和回顾学生的学习效果，根据作

业的最终质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学习和评价，制定改进

和补救措施等。其他课程根据课程特点对上述流程进行优化。

由此可见，教师价值观的准确定位和教师责任的转变是网络

学习的重要前提。不要让教学视频长时间大规模直播，这样

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效果不佳。

5 结语

在开展此次问卷调查时，遇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

疫情期间，中国在教育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让我们深感

一名教师具备数字能力素养的重要性。作为师范生，未来教

师中的后备人才，也应该具备相应的数字能力素养。并且伴

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基础教育信息环境正在发

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在线教育大规模兴起和大数据

技术广泛应用正推动传统教育模式转型，传统教育将面临巨

大的挑战。教育的概念将会发生改变，学习的渠道将会拓宽。

传统以往的学习主要是指学校教育，学习是在学校进行。而

在信息技术影响下，可以在网上学习，在虚拟世界学习。学

习不在局限于学校，处处可学，时时可学。教育的培养目标

正在转变。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是创新的时代，科技日新

月异，需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创造性。课程内容也将发生

改变，不仅要增强新知识还要把课程内容进行整合。同时，

互联网为个性化学习、个别化学习提供了条件。信息技术在

教学技术中的应用，可以使教师更好地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爱好，为每个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最后，在师生

关系上，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学生不只是依靠课堂

上老师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获得信息和知识。

同时教师能力一直是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教师能力的

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发展。教师在发展网络信息的同时，

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

那么高师院校就应该注重对师范生数字能力素养的培养，

使大多数普通学生一旦步入信息时代，就能够适应信息时代

的发展。在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师范学校可以根据自身

存在的问题，认清学校在培养学生数字素养方面的优缺点，

提高自身水平。提高普通学生的数字素养能力，这不仅促进

高校的发展，也促进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和中小学教育质量

的提高。使中国的教育更加繁荣走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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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Experience of Receiving IELTS Training 
Courses: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Yu Mao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00, China 

Abstract
IELTS is widely used as a language standard to judge whether non-English background students are qualified to study abroad. In re-
cent years,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are taking IELTS, and many are taking the corresponding preparation courses before 
the test.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and changes of students receiving train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s. The informants were six college students, with a total of 100 training hours each. In order to ensure the 
validity and timeliness,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in one month after the courses were finished. This paper adopted a qualita-
tive approach using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 which aimed to explore each student’s feelings on the training in 
depth. In conclusion, five themes of the students’ experience were summarized: understanding the test structure, learning how to answer 
questions, presenting logically, not nervous but confident, and interested in English. These topics shows the real impact of IELTS learn-
ing on students and we expect to help with IELTS training positioning. 
　
Keywords
IELTS; course training; IPA; English 

基于解释现象学分析的雅思培训课程体验研究　
毛宇　

吉林大学，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

对于英语为非母语的学生来说，雅思被广泛的作为衡量留学资格的语言标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参加雅思考试，
其中很多人在考试前也有参与相应的备考课程。在当前环境下，本研究旨在挖掘接受培训的学生在课程前后的体验和改变。
受访者为六名大学生，每名学生的雅思培训总时长均为 100 小时，采访时间均为课程结束一个月之内，以确保时效性。在分
析时，论文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法，有助于深度研究每个学生对课程培训的感受。在结论中总结出学生体验的五个主题：“了
解流程结构”，“学会做题技巧”，“表述有逻辑”，“不紧张，有信心”，“对英语感兴趣”。主题展现了学生受到雅思
学习的真实影响，希望可以为雅思培训定位提供帮助。　
　
关键词

雅思；课程培训；解释现象学分析；英语　

 
1 引言

雅 思（IELTS：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测试的是那些“想要在英语交流环境中学习或工作

的人的语言能力 [8]”。同时，许多非英语背景的学生在准备

研修英语国家本科课程时，会根据其学术成绩和雅思成绩被

录取 [12]。因此，雅思考试位于全球百万英镑英语测试行业的

首位，而该行业则牢固地扎根于日益全球化，并受金融驱动

的高等教育行业中 [16]。雅思的学术考试部分要求受试者参加

包括听说读写在内的四门考试。近年来，参加雅思考试的学

生人数增多，但绝大多数为大学在校生。一些研究表明：雅

思考试充分预测了受试者在学术环境下的应对能力 [16]。鉴于

以上的测试要求，对于大学在校生来说，备考课程会对受试

者提供学术上的帮助。

在前人的研究中，有些针对雅思考试本身 [1，2]，也有些

以课程为讨论主题，谈论其对学生的影响 [19，6]，其中 Yang 和

Badger 的研究考察了雅思课程如何帮助中国学生学习经济学

初级课程，从而达到与本地学生相似的学术社会化水平。但

是针对学生对雅思课程前后的体验研究却很少。

论文的实验对象为接受雅思课程培训的大学生，对

其在课程前后的不同体验进行采访，通过解释现象学分析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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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出关键主题，并做合理分析，旨在填补以上研究空缺，

并展现学生雅思课程学习的真实体验，希望可以对雅思培训

课程有一个总体的定位。

2 方法

本研究运用到解释现象学分析，目的是深度研究一特定

的体验 [14]。研究人员用它来研究与某些重要经历相关的个人

意义构建 [13]。采用此分析方式较为合适，主要是因为它的质

性分析的特征，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定程度的洞察力，用

以了解特定受试者在特定环境下如何理解特定的现象。在采

访过程中，提问者不做导向性的提问，所有问题均采用开放

形式发问，仅在必要时进行确认性提问，用以明确受访者的

最终答案。

本采访的样本为参与过雅思培训的大学在读生，为确保

样本尽量的同质性，该批学生的雅思培训总时长均为 100 小时，

采访时间均为课程结束一个月之内。根据解释现象学分析要

求，参与受访者总人数需要达到 3~6 人 [14]。在此实验中，受

访者人数为 6 人，他们的采访采用录音形式进行记录。为了

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性，本文将会对受访者按照采访时间顺序

进行编号。所有人均会被问及两个主要问题：

①你参加的雅思课程培训对考试的帮助如何？

②培训前后有何变化？

分析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采访音频数据转化成文字副

本，并对其多次研读；此后，记录并编码重要主题词汇；最后，

突出显示独特的主题，并进行分析。

3 结果

从采访音频中总结出五个主题：“了解流程结构”，“学

会做题技巧”，“表述有逻辑”，“不紧张，有信心”，“对

英语感兴趣”。

3.1 主题一：了解流程结构

对于任何考试而言，了解流程的作用即相当于掌握大局

观念，从一定高度入手，有的放矢。在谈及培训总体感觉时，

所有受访者均提到对考试流程更为清晰的认知。其中，一号

受访者称：“上完雅思培训课程之后，能让我对雅思考试有

一个更为系统的了解。不管是从考试的流程，还是从试卷的

整体结构来看，都是能有一个更为系统和深入的了解。”

三号受访者聊到“刚开始学的时候不知道雅思是什么”，

到后来才有明确的认识。五号也提及“让我对雅思考试有个

了解”，最后，二号受访者承认：“首先，对你备考期间有

个大致规划，比如说，在我没有进行雅思培训之前，……我

仅仅限于知道是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但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

都不是很了解。所以在参加完雅思课程之后，……告诉我是

怎么样的流程，怎么样的一个题型，就让我做到心中有数，

不至于到迷茫到什么都不知道，一片空白。”

3.2 主题二：学会做题技巧

在雅思考试中，做题技巧是最终取得优秀考试成绩的战

略一步。所有受访者均提到在培训中获得技巧指导，六号受

访者说“写作是技巧性很强的一门课”，但是“听力技巧比

较少”。同时，受访者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

学习心得和做题技巧。其中，五号受访者在谈及听力技巧时：

“雅思考试和我们的听力考试还是不一样的……可以掌握技

巧方法，比如在地图上，可以知道关键词后，哪个是答案句。”

一号受访者有谈及阅读的技巧：“阅读讲的也主要是

一些小技巧，因为阅读在一个小时之内看完三篇……是很难

的，……抓不住重点的可能性，……讲一些技巧，在短暂的

时间内抓住重点，可以把题目也比较好的做对。”

3.3 主题三：表述有逻辑

逻辑性的思考不仅是应试时需要的技能，在日常生活的

沟通和处事时也十分必要。在本次采访中，大多数人都谈及

逻辑性问题，他们表明自己在经过训练之后，在此方面有了

进一步认识。一号受访者说“逻辑思维进行训练，考试时的

文章才是有逻辑的文章。”四号也认同了一号在写作上的逻

辑训练：“在考场上要有思维和逻辑存在，必须要在限定的

时间里，要用英语表达出你的所思所想，我觉得这个还是比

较困难的。”

最后五号受访者谈到写作时，引出了一些自己的写作心

得，他说：“写作我感觉就是技巧性特别大的那一科，……

开头段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中间按逻辑梳理，最后再一总

结就行。”

3.4 主题四：不紧张，有信心

在教育中，自信这个概念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15]，所

有受访者都同意雅思培训在影响他们的自信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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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号和六号受访者在谈到口语时，都有聊到培训之前

说英文时的紧张和担心，再到后来慢慢获得自信，勇于“张

口说”。二号受访者说：“自己有了信心，而且更重要的是

口语，有了一定的信心。每次上外教课的时候，甚至老师有

时不会叫我回答问题，我都会……回答问题。”

3.5 主题五：对英语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在学习的瓶颈期转化成强劲

的动力。三号受访者说：“会主动学习英语，看一些教学视频”；

四号受访者也提到对英语学习兴趣的增加：“我喜欢上了听

东西”；六号受访者：“之前对英语特别排斥……现在我就……

好奇。”

4 讨论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本研究将对以上五个主题进行分类

和剖析。

4.1 类别一：参与培训的可预知原因

大多数学生选择培训课程的原因都是对考试的流程了解

（主题一）和技巧习得（主题二）。同时，由于写作与逻辑

的密不可分，直接促使逻辑性（主题三）成为雅思培训的又

一可预知主题词。

首先，在雅思考试中，听说读写的考试流程完全不同。

在这里受访者所谈及的流程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①考试时

间先后顺序；②每项考试的内容和布局。通过以上的采访内

容展示，不难看出考试流程成为每位受试者都关心的问题，

同时也是通过培训可以直观感受到的第一项裨益。其中五、

六号受试者提到考试时间这一因素，从一无所知到大小事尽

知，他们相信，如果没有培训课程背后支持，会浪费很多时

间和精力。而二号受访者谈及每个老师都会详细讲解流程，

由此对雅思有了明确的认知。

其次，每项考试针对的技巧训练会有很大不同。一些研

究表明，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EAP）课程

使得学生的学习技能得到了改善，其中包括“①使用引文和

书目；②考试准备技巧；③参与协作解决问题”[9]。雅思培训

课程的目标明确，即雅思考试，在课程设置上会紧跟考试大

纲。其中包括英语生活技能的提升，但是更多的是针对学术

英语的进阶。 虽然在本次采访中，受访者并未提及问题协作

解决能力，但是却有谈到论文阅读的能力提升和雅思针对性

的考试技巧训练，并表示非常有帮助。在上面的采访结果中

不难发现，每位学习者对于技巧方面均有自己的心得。在对

论文的帮助上，四号和五号受访者分别就论文写作和文献阅

读方面表示受益匪浅。而在针对考试的技巧上，每位学生都

有所涉及。但是，在对四项考试的技巧性含量上，各位受访

者的评论也不尽相同。比如：六号受访者认为听力技巧性最小，

而写作技巧性颇高。但是五号受访者却认为听力也有一定技

巧性，并谈论了许多技巧体会。而一号和四号受访者分别在

阅读和口语中着重谈及了技巧。

最后，就逻辑方面而言，听说读写四项考试的训练实则

各不相同，但往往逻辑性与写作尤为相关。有些逻辑训练是

作为大学写作的辅助课程 [3，18]，而有些则只是在给学生提供

议论文建议时才有所涉及 [7]。由此可知，逻辑在大学课程中

受重视程度并没有完全突显出来。不过在采访时，大多数受

访者均有谈及逻辑问题，而且往往涉及的也都是写作方面。

鉴于雅思学术写作考试的命题要求（其中包括数据描述和议

论文两篇文章）和考察方向，雅思写作与逻辑的密切相关性

自然不足为奇。二、三、四号受访者将雅思写作考试与四六

级考试进行对比，表示前者思路构架需要更清晰，对逻辑性

要求更高。但是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四

号受访者在谈及写作时说“（英语）写作方面来自中文思想，

若中文不能描述清楚，英文也描述不出来。”她并没有明确

谈及写作的逻辑性问题，而是将中英文写作思路做了对比，

但是不难看出，在其强调中文描述清晰度的同时，也是在对

写作逻辑性的强调。因此可见，对于雅思培训课程来讲，逻

辑性主要存在于写作上，而且较之大学课程和考试，逻辑性

要求更胜一筹。

4.2 类别二：参与培训的意外收获

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始料未及的主题词浮出水面。首

先是关于信心（主题四）的谈论。研究表明，学习者的信心

往往与他们在学校的整体成绩有关 [4，11]。Wesson 和 Derrer-

Rendall[17] 认为，在困难的任务中，乐观程度较高的学生比乐

观度较低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分数。以上的研究均表明信

心与成绩间存在相互作用。采访中，有些受访者暗示了自信

对成绩的积极影响。比如：一号受访者谈到培训的作用之一

就是帮助缓解紧张情绪和增强自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

专心做题，勇敢说出口。同时，虽然学生们并没有透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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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雅思分数，但是从他们对于课程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

似乎对自己的成绩比较认可，在这一点上又反之论证了成绩

可以使学习主体的自信倍增。总而言之，成绩上的认可与自

信心的培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鉴于雅思培训的内

容本身而言，并不包含情绪舒缓、自信增强的专门训练，可

见信心的上升是课程所带来的副产品。我们可以推测这一现

象的出现是上文所提到的可预知原因的催生物。因为对考试

流程和技巧的熟知，也因为逻辑上的训练，使得学生心中有数、

成竹在胸。

其次，关于兴趣的培养。兴趣历来被误解为固定且稳定

的人格倾向 [5]。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某事物的兴趣是“有”

或者“没有”的二元对立关系。但是 Hidi 和 Renninger 的研

究表明：兴趣其实是动机变量，这种动机变量根据主体是否

参与或愿意重新参与特定活动的心理状态而变化。在采访中，

受访者的心理变化尤为明显。多数人提到在培训之前对于英

语学习的漠视与被动，直到后来渐渐养成了兴趣与习惯，这

不仅是心理上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行为上的变化。六号受

访者透露现在自己的手机中安装了许多英语学习和翻译的软

件，也尝试不看视频字幕去弄懂英文对话。另外，兴趣受制

于内容，并随时间而发展变化 [10]。受访者在谈到兴趣时，方

面不尽相同。如上文所说，六号受试者的兴趣在于学习软件

下载和盲听游戏发布会或新闻视频。但是其他几位受访者，

如一号和五号均在阅读方面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五号谈

到了英文学术文献的阅读，她表示在培训后看论文时感觉很

流畅，不依赖翻译软件，并指出雅思培训对将来的专业研究

会有很大帮助。与上文所述的信心类似，兴趣也属于雅思课

程的副产品，在课程内容设置上无所涉及。而且，雅思培训

多以应试为目的，兴趣这一关键词显得无足轻重。在这一点

背后的原因推论上，本文猜测可能与教师授课方式和学生个

人规划等因素有关。由于在访谈中，学生并未提及缘由，所

以此点有待深究。

5 结语

雅思课程培训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取得理想成绩的必经

之路。本研究展现了雅思学习者在经历培训课程前后的改变

和体会。受访者表示，通过阶段性的培训课程，他们明晰了

考试概况，增强了应试技巧，在写作上的逻辑有所提升。另外，

两项意外收获包括“自信”和“兴趣”，它们慢慢成为持续

学习英语的强大动力。此项研究从学习者的感知角度切入雅

思培训，让学生更清晰认识到课程收益，同时，也为培训者

在雅思课程的安排上提供了定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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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s Calculation Learning 
Fanlian Zhang 
The Second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Qingdao, Shandong, 
266000,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calculation ability has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mathematics achievement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it is conducive to better training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n important role 
for students to better master and apply basic mathematics knowledge. Therefor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athematics in primary 
schools,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upils’ calcul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students’ calculation ability, and explores how to better cultivat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alculation abilit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mathematics teachers’ teaching work.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learning 

小学生数学计算学习的现状及对策　
张凡莲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实验小学，中国·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

计算能力的培养对提高小学生的数学成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
为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应用数学基础知识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
论文针对小学数学学生计算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同时对如何更好地培养小学生的计算能力进行探索，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希望通过这次研究，为数学教师的教学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　
　
关键词

小学生；数学计算；学习　

 
1 引言

较高的计算能力作为小学生学好数学这门学科的必备素

养，它在小学生以后的数学学习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影响。

由于小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主要以直观思维为主，缺

乏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增加了小学生学习数学的难度。

所以，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针对小学生数学计算

学习的现状，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实现小学生的计算能力

的全面培养，以保证小学教育事业能够朝着积极、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 小学生数学计算学习的现状

2.1 基础知识不牢

世间万事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学生计算能力的培

养同样与数学基础知识存在密切联系，如果学生的基础知识

不牢，那么将严重影响学生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例如，要

想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学生必须熟练的掌握和

应用数学概念、数学定律、数学公式等数学基础知识 [1]，只

有这样，学生在面临复杂的计算问题时，才能游刃有余的解决，

但是，目前，部分教师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仍然在采用满

堂灌、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方式，让学生死记硬背数学基础知识，

使学生不能将数学基础知识灵活的应用到数学计算中，从而

给学生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2.2 对计算工具依赖较大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琳琅满目的计算工具，例如：计算器、

计算机、智能手机，这些工具的应用可以快速的提高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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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速度，但是，久而久之，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普遍降低，

尽管，在数学课堂上，教师禁止学生使用计算工具 [2]，但是，

在课余时间，学生仍然会偷偷的使用计算工具进行数学的计

算，这种对计算工具过度依赖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学生数学计

算能力的培养。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一定引起教师

的足够重视。

2.3 缺乏良好的数学计算习惯和态度

教师要想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计算习惯和态度，必须严

格要求学生在遵循数学计算的方法和规律的基础上，不断的提

高数学计算过程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从而得出正确的计算结果，

但是，教师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忽视了对学生良好数学

计算习惯和态度的培养 [3]，学生在计算数学题时，经常性的把

课本当成演草纸，没有使用专门的稿纸进行计算，这一现象的

发生，使学生在计算数学题的过程中因粗心大意而导致计算结

果的错误，从而严重影响了学生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

3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对策

3.1 不断夯实学生的数学基础知识

不言而喻，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是否牢固，直接影响了

学生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效果，因此，为了有效的培养学生

的数学计算能力，教师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夯实

学生的数学基础知识，从而为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数学计算能

力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为了让学生更加熟练的掌握和应

用数学概念、数学定律、数学公式等基础内容，教师在讲解

这些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切忌运用满堂灌、填鸭式的传统教

学方式，让学生在不理解数学基础知识的情况下死记硬背，

而是运用科学的方式对数学基础知识进行讲解 [4]，让学生在

充分理解知识的基础上，不断的提升自身对数学基础知识融

会贯通能力和举一反三能力，从而使他们在数学计算的过程

中能够灵活自如运用数学基础知识，这样一来，为更好的培

养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创造良好条件；其次，教师在数学教

学的过程中，要确保学生能够充分的掌握和应用计算规律和

计算法则，不断的提高学生数学计算的技能，使学生能够将

复杂计算过程简单化，确保学生在保证数学计算正确的基础

上，最大限度的提高数学计算的效率。

3.2 强化学生的口算能力培养

通常情况下，强化学生的口算能力培养是有效解决学生

过度依赖数学计算工具这一问题教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

提高学生数学计算能力必要条件，因此，关于这一环节的落

实一定要引起教师的高度重视。首先，为了让学生彻底摆脱

对数学计算工具的依赖，教师要重视对学生数学口算能力的

培养，通过不断的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从而最

大限度的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进而

为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提供有力的保障。其次，

教师在培养学生口算能力的过程中，要为学生传授科学的计

算方法，使学生能够熟练的掌握和应用计算方法 [5]，让学生

在不断强化自身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有效的提升自身的数学

思维能力，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教师在数学教

学的过程中，对简便运算的技巧进行详细讲解，让学生能够

将简便运算的方法熟练的应用到数学计算中，从而有效的提

高学生的口算能力。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开展丰富的

口算活动，让学生在口算活动中，不断的激发学生口算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自发性，如采用口算接力的方式，进一步的

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口算能力，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利于帮

助学生树立口算的自信心，另一方面，有利于为学生数学计

算能力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3.3 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计算习惯和态度

学生良好的数学计算习惯和态度的培养对有效提高学生

的数学计算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使学生在以后的数学学

习中受益无穷。因此，教师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的

加强对学生良好的数学计算习惯和态度的培养，从而为提高

学生数学学习的效率和效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教

师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计算习惯，例如：为了确保学

生数学计算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教师要科学合理的引导学生

学习和掌握数学计算的读题、审题、计算、验算四个步骤，

让学生围绕这四个计算步骤 [6]，不断的修正、优化和完善数

学计算过程，这样一来，有利于学生在数学计算模式的指导下，

养成良好的数学计算习惯。其次，为了保证学生在审题的过

程中，能够真正的做到耐心和细心，有效的避免因审题粗心

导致计算过程出现一系列错误问题，教师要不断的训练学生

审题的耐心和细心；最后，教师还要不断的培养学生规范计

算的习惯。只有提高学生数学计算过程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才能有效的保证数学计算结果的准确度。因此，教师通过引

导学生在数学计算的过程中，规范书写、规范验算，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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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严谨的数学计算态度，从而为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数学计算

能力发挥出重要作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小学数学教学

质量和效率的必要条件，而在此基础上，要想从根本上改善

小学生数学计算学习的现状，提高小学生学习数学的效果，

教师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不断夯实学生的

数学基础知识；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的强化学生的口算能

力培养；除此之外，还要不断的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计算习

惯和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小学生的计算能力，

从而实现小学生数学成绩的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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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raduates’ Emergenci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aozi Gong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0, China 

Abstract
College graduates are faced with various pressures. They belong to high-risk groups that are psychologically susceptible and are also 
high-risk groups with frequent emergencies. Positive psychology advocates the positive orientation of psychology,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huma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focusing on human health, happiness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the four year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we should focus on shaping their positive personality 
traits, increasing their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helping them to build a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so as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raduates’ sudden events. 
　
Keywords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raduates; emergencies; positive psychology 

高校毕业生突发事件的案例分析及其应对策略——基于积
极心理学的视角　
宫桃子　

湖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湖北 黄石 435000　

摘　要

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属于心理易感高危人群，也是突发事件频发的高危人群。而积极心理学倡导心理学的积极
取向，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在大学生四年里，
注重塑造大学生积极的人格特质，增加大学生积极情绪体验，帮助大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
福感，从而减少高校毕业生突发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

高校毕业生；突发事件；积极心理学　

 
1 引言

心理压力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不佳的心理健康状态，其症

状主要表现为焦虑不安、抑郁压抑。已有研究发现，世界各

地的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以及其他的心理健康问题达到了显著

程度，其普遍性比一般群体都要高 [1]。事实上，独立自主、

经济困难以及学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例如，学业负担过重、

获取成功的压力、竞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是大学生

具体的压力因素，这些压力因素导致他们糟糕的心理健康水

平。虽然心理压力不能直接反应临床诊断，并且也不是必须

要去治疗或者临床干预，但是由于心理压力会导致一些不适

应的行为，尤其是药物的滥用或者误用以及精神疾病，因此

对心理压力采取干预措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2] 而高校毕业

生在毕业季所要面对的心理压力源更多，如就业，毕业论文

的撰写，考研，情感问题，人际关系的处理，社会环境的适

应等各，由此可见，高校毕业生属于心理易感高危人群，也

是突发事件频发的高危人群。

2018 年 7 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中指出，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

加强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规范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

务，更好的适应和满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需求，引导学

生正确认识义和利、群和己、成和败、得和失，培育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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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促进学生心理健

康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协调发展。[3] 由此可见，

教育部对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及其重视。而积极心理学，

不同于一般心理学，它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以研究人类

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为主要内

容。[1] 因此，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分析高校毕业生突发事

件的案例及其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2 高校毕业生突发事件的一则案例分析

2.1 发现问题

某大学生，女，大四，性格偏内向，不愿意与班级里的

其他同学交流，喜欢独来独往，近期临近毕业论文答辩和学

位授予，但该同学迟迟未交毕业论文，学生干部、班主任以

及辅导员通过各种方式未找到该同学，其手机始终处于关机

的状态，且该同学已经退出了学院以及班级里的各种 QQ 群。

经过几番周折，才打听到该同学偷偷在外租房子住。通过各

种渠道，我们了解到：第一，该生曾经在淘宝上花钱买了一

篇毕业论文交给论文指导老师，但论文指导老师指责说这篇

论文写的文不对题，催促该生重新撰写毕业论文，但该生对

自己的毕业论文一直持消极不作为的态度，其毕业论文至今

只字未动；

第二，班主任、辅导员以及学院领导在给该生做思想工

作时，该生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不愿意与班主任、辅导

员以及学院领导进行沟通和交流；

第三，该生对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持无所谓的态度，认

为自己毕业后并不打算从事与自己本专业相关的工作，有无

毕业证都无关紧要，因为此事，该生还与父母在电话中产生

言语上的冲突，并因为赌气，很久未与父母取得联系；

第四，该生每天在出租屋内不出门，据了解 ，是在出租

屋内写网络小说，并打算毕业后就以写小说谋生。

第五，该生与父母的关系一直以来都不太好，该生认为

父母干涉自己太多，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都是自己的累赘，

且在高考填志愿选专业的时候，该生与父母就在意见不统一

上发生过分歧和争吵。

2.2 解决问题

通过该生的室友、同学以及家长对该生进行全面的了解，

该生自入学以来很少与同学沟通与交流，喜欢独来独往，经

常旷课，不参加学校及班级里的任何活动，班干和班主任给

她打电话的时候，经常不接，在 QQ 上给她留言时，也经常

不回复。家庭条件一般，父母均为务农，且该生入学以来办

理了生源地贷款。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该生的信息和资料，初

步拟定如下解决方案：

2.2.1 成立突发事件应对小组，建立学生、辅导员、

心理咨询师三级心理工作机制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大学生健康

成长、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在面对这起毕业生突发事件时，二级学院迅速成立突发

事件应对小组，将责任压实，建立学生、辅导员、心理咨询

师三级心理工作机制。一方面，积极发动寝室长，学生骨干，

学生党员密切关注该生每天的日常动态，如发现异常情况及

时与辅导员或者班主任沟通；另一方面，辅导员与校心理咨

询中心定期交流，将该生的情况反馈给中心，心理咨询中心

根据实际情况对该生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并给出干预意见。

2.2.2 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完善家校联系制度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不仅仅只是学

校的责任，家庭教育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学校与学

生家长形成合力，才能让学生更加健康的成长。该毕业生发

生突发事件之后，学校第一时间与家长取得联系，旨在更加

全面的了解该生近期的情况，同时将学生目前的状况告知家

长，请家长来学校，与家长共同商量解决该生目前遇到困难

的方法。

2.2.3 分析学生出现问题的原因，有针对性的解决学

生的问题

该生目前遇到的问题可以分为毕业论文撰写的压力，就

业压力以及家庭成员与其意见不一致导致发生矛盾所带来的

压力，另外就是人际交往方面给该生带来的压力。

首先，对于该生毕业论文撰写上的困难，与论文指导老

师沟通，说明该生目前的不良状态，请论文指导老师在与该

生交流毕业论文时，尽量使用委婉的语言；其次，该生的职

业规划并不是自己目前所学的专业，而是写网络小说，可以

在尊重该生的兴趣的基础上，引导该生与正规的公司签约，

谨防上当受骗；再次，该生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不是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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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在于高考填志愿时与父母的意见出现分歧，引导该

生和该生的父母在进行沟通与交流时，注意方式方法，同时

提醒家长对孩子给予更多的关心和耐心；此外，该生没有处

理好与老师，同学和室友的之间的人际关系，作为老师可以

引导该生正确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运用正确的人际关系

技巧。

3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毕业生突发事件的应

对策略

积极心理学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以研究人类的积极

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1]

而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就业，毕业论文的撰写，考研，情感问

题等各方面的压力，属于心理易感高危人群，也是突发事件

频发的高危人群。因此，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分析高校毕

业生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3.1 塑造大学生积极的人格特质有利于缓解高校毕业

生的突发事件

人格的五大因素与幸福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在一次

对包含了 4 万个成人的 197 份样本的元分析中，DeNeve 和

Cooper（1998）发现，享乐说认为主观幸福感一向是跟外倾性、

情绪稳定性与宜人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一项针对中年人的

研究中，通过对大五人格特质与 Carol Ryff 的心理幸福感幸福

模型中所有维度之间均存在相关，Diener 和 Lucas（1999）从

五个方面对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存在这些联系的可能原因

进行了解释，如，和谐模型假设，个体的人格特质能够完美

的适应周围环境时，那么个体就会萌生主观幸福感了；且某

些人格轮廓能使人更灵活的安排一个好的个体——环境与之

适应。[1] 由此可见， 塑造积极的人格特质，可以提高个体的

主观幸福感，从而或许能够减少高校毕业生突发事件的发生

频率。

从 Costa McCrae 的 人 格 的 五 因 素 模 型 对 应 的 品 质 表

（1992）中，可以看出，与稳定性维度相关的积极特质包括

不紧张的、不易怒的、不郁闷的、自信的等；与外倾性相关

的积极特质包括开朗的、好社交的、热情的等；与经验的开

放性维度相关的积极特质包括富有想象力的、兴趣广泛的等；

与宜人性因素相关的积极特质包括宽仁的、不苛刻的、温暖

的等；与严谨性因素相关的积极特质包括有组织的、不冲动

的等。[1] 因此，一方面，高校可以开设与塑造积极人格特质

相关的课程，让高校学生在大学四年里可以意识到塑造稳定

性地，外倾性地，宜人性地，严谨性的积极人格特质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高校大学生可以通过参加校园文化活动和社团活

动以及人际交往等实践活动来不断的塑造自身积极的人格特

质，从而提高自身幸福感，可以减少高校毕业生突发事件的

发生频率。

3.2 增加大学生积极情绪体验有利于缓解高校毕业生

的突发事件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情绪和个体的工作满意度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联系，个体积极的情绪体验会提升个体的工作满

意度，反之，消极的情绪会降低个体的工作满意度。积极情

绪能够使得个体更好的处理工作，反过来，个体对工作的满

意又可以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密西根大学的 Barbara 

Fredrickson 教授提出的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可以用

来解释积极情绪可以提升个体幸福感，且有益于个体更好发

展的原因，和消极情绪体验不同，积极情绪能扩展个人的即

时思维——行动范畴。这种思维——行动范畴的扩展提供了

建设可持续的个人资源的机会，而这又反过来通过产生积极

的或称适应性的情绪——认知——行为螺旋为个人的成长和

发展提供潜能。[1] 因此，个体的积极情绪是有利于提升个体

幸福感，且对个体在工作中取得更高的成就也具有促进作用。

高校大学生可以通过挫折训练，心理辅导等方式来增强自身

正视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增加积极的情绪体验，提高个人的

幸福感，以此来减少高校毕业生突发事件的发生。

3.3 帮助大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缓解高校

毕业生的突发事件

Myers 等人在 2000 年的研究表明，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个

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个体与家庭成员、

朋友和同事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保持并促进个体的幸

福感的提升，有研究数据表明，个体与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中，

已婚的人，相比离异、未婚和分居的人，他们报告了更多的

幸福感，且个体可以从这种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团结一

致中，获得社会支持力量，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个体的主观幸

福感；个体在与朋友的和谐人际关系中，可以使个体收获诚

挚的友谊，从而也能让个体体验到幸福感；个体与同事之间

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与同事在工作中建立一种协调而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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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合作关系，可以避免与同事之间的恶性竞争，进而也

能够增进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 由此可见，和谐的人际关系

有益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益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

感，有利于缓解高校毕业生的突发事件。一方面，高校可以

开设与人际交往技巧方面相关的课程，让学生掌握如何在生

活，学习和工作中去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另一方面，高校

心理咨询中心可以定期为学生开展相关的专题讲座和团体心

理辅导，为学生解答在人际交往中的困扰；此外，家庭也应

当转换观念，重视和关注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建立家校联系

制度，家庭与学校及时的沟通和交流，让孩子在心理上得到

更多的社会支持。

4 结语

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就业，毕业论文的撰写，考研，情感

问题等各方面的压力，属于心理易感高危人群，也是突发事

件频发的高危人群。 而积极心理学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

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

展为主要内容。[1] 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在大学生四年里，

注重塑造大学生积极的人格特质，增加大学生积极情绪体验，

帮助大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主观

幸福感，从而缓解高校毕业生的突发事件的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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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dolescents’ 
Moral Anomi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Zhenyu Wang 
Marxism College of Gansu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ezuo, Gansu, 747000, China 

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growth of teenagers and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haping their outlook on life, val-
ues, and world outlook.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moral education will affect all aspects of teenagers’ future life and work. The contem-
porary youth moral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a series of dilemmas, and a more serious problem of moral anomie appears,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weak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ck of ideals and beliefs and anomie of moral behavior of some adolesc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moral anomie in different moral education en-
vironments from three levels of family environment, schoo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
tion environment, it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respond to moral anomie. 
　
Keywords
adolescents; moral anomie; 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cause analysis; countermeasures 

青少年德育失范的原因分析与应对措施探析——以德育环
境为视角　
王振瑜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甘肃 合作 747000　

摘　要

德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塑造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德育的成败将会
影响青少年未来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当代青少年德育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出现了较严重的德育失范问题，主要表现为部
分青少年社会责任感淡薄、理想信念缺失和道德行为失范。论文以德育环境为视角，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
层面深度分析在不同德育环境中造成德育失范的原因，从德育环境的角度，提出一些预防和应对德育失范的措施。　
　
关键词

青少年；德育失范；德育环境；原因分析；应对措施　

 

1 引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少年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

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时期是培养道德素养和基本人生

价值观的重要阶段，他们的三观与道德养成基本在此阶段定

型。因此加强青少年学生阶段的思想品德教育刻不容缓。青

少年德育深受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

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应积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高度重视

青少年的德育工作，共同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

2 德育失范的具体表现

2.1 社会责任感淡薄

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渗

透，在广大青少年当中弥漫着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

义之风，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受到严重影响，使

得部分青少年社会责任感逐渐淡薄 [1]。利己主义成为许多青

少年处事之道，把个人利益的得失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作为成

功的标尺，而漠视集体的利益，忽视他们应承担的社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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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责任，所以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许多“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另一方面，许多青少年在道德责任教育践行过程中知

与行严重脱节。[3] 许多青少年在道德认知方面有一定的高度，

但是在具体践行中效果令人堪忧，道德认知和道德践行两张

皮，没有做到真正的知行统一 [2]。比如，广大青少年在保护大

自然、爱护公共财物和维护公共秩序等方面他们都是积极拥

护的，他们对有悖公共道德的行为在思想上表现出深恶痛绝，

但是实际生活中，部分青少年在面对破坏环境、损坏公共财物、

扰乱公共秩序、损害集体利益等不道德行为时，他们又抱着“只

扫自家门前雪”的态度，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避之不及。

2.2 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缺失

随着多元文化不断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许多青少

年对主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置若罔闻，缺乏崇高的理想和坚

定的信念，具体表现如下：首先，青少年理想信念意识模糊。

许多的青少年为学习成天忙碌，但总感觉非常迷茫，他们对

自己所坚持理想会感到困惑，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信念也会

出现不坚定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如何去实现理想的途径也是

含糊不清，甚至有些青少年产生走捷径的念头，理想与现实

严重脱节。其次，青少年理想呈现出虚大空。青少年对未来

有很多美好的憧憬，因此各种理想信念就源于这个阶段。理

想的实现是要敢于勇于实践的，更需要坚定和执着的信念，

部分青少年只是幻想和空想，并没有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更

不愿意吃苦奋斗。同时他们的部分理想严重脱离实际，实现

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他们的有些所谓的理想只是一时兴起，

从众心理现象很普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更没有用心对待。

再次，青少年理想信念功利性强。许多青少年在追求理想的

过程中表现出了极端的现实主义和功利色彩，比如很多学生

的职业理想都是收入高待遇好的高端职业，生活理想都是体

面奢华的安逸生活。越来越少的青少年疏于为社会和大众奉

献，造福于人类，推动社会前进，让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

而更多的青少年的理想信念将个人得失，个人荣辱，个人成

败作为毕生追求。

2.3 日常道德行为失范

一方面体现在部分青少年正确生命观的缺失。部分青少

年对生命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即不珍爱自身生命也不尊重他

人生命，对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

解，对他人生命存在的意义更是无动于衷，完全丧失了对生

命的尊重与关爱，不但不会尽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也不会

肩负起自己的道德责任。由于当前广大青少年学业负担重、

情感方面的挫败、工作不顺利不顺心等因素的影响，青少年

的非自然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就是死亡原因之一。另一方

面体现于校园欺凌时间频发和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受到

各种暴力、色情等信息的冲击后，青少年很容易做出一些过

激的行为，比如：打架斗殴、杀人、强奸等暴力犯罪行为。

2018 年 11 月，中国宁波某学校学生董某等 5 人伙同校外人员

陈某，在宿舍内对小江凌辱殴打数小时；2019 年 4 月 23 日，

中国甘肃省陇西县渭河初级中学一名初二男生被五名学生殴

打，之后抢救无效死亡。一件件血淋林的校园欺凌事件反映

出的是部分青少年同理心的缺失、包容心的摒弃和自控能力

的匮乏。

3 以德育环境为视角分析德育失范的原因

3.1 家庭环境——家庭教育重心偏移

中国当前家庭对青少年的德育不当原因如下：首先，重

智而轻德，对德育重视程度不够。当前，家长和子女谈话沟

通的多数内容都是学业问题，从子女入学教育那一刻开始，

学习成绩似乎成了家长们的关注重心，而把子女道德教育搁

置一边漠不关心，认为只要学习成绩优秀就可以取代一切，

学习成绩成了青少年未来成功的唯一标准和唯一渠道。甚至

有很多家长把孩子的德育工作完全推脱于学校，认为孩子品

德方面出问题是学校老师教育失败的表现，严重忽视了家庭

环境对青少年德育工作的不可取代性。其次，家长日常行为

失范的误导。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中国的传统美德

收到了很大冲击，许多家庭在教育孩子时更多的是利己思想

和个人主义，谦让和包容的观点慢慢带有了贬义的成分。很

多家长把自己的错误狭隘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灌输给子女，更

有甚者当着孩子面做一些道德败坏之事。还有部分家长认为

学校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要求已经过时了，导致他们对子女

的道德严重失当。再次，家庭德育方式不当。虽然有非常多

的家庭很重视子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把德育摆在了很重

要的位置，想把他们培养成品学兼优的优秀人才，但是在德

育过程中方法不当，甚至方法简单粗暴。很多家长对孩子德

育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但又不能严于律己，也就是所谓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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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教育之举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家长在孩子德育过程中的威严和示范作用。有些父母在

教育孩子时简单粗暴，经常会对孩子进行大骂，这样没有给

孩子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德育环境，严重影响了家庭德育的

效果。

3.2 学校环境——学校教育方式单一教育内容失真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许多学校对青少年德育工

作有所松懈，对德育重视程度不够，教育教学方面也出现了

严重的偏差，学校对德育管理也有所缺失，导致了一些突出

问题。首先，德育工作知行脱节。一是部分学校的德育内容

与学生的实际严重脱节，教师所讲内容和教材内容与学生的

实际情况不符合，没有考虑到学生情况，比如学生的城乡差

异和南北差异，给偏远地区的青少年讲网络道德规范就有点

不合时宜。二是部分德育内容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和时代潮

流接轨。例如，如何权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时，在

当今社会，虽然要以集体利益为重，但我们也要适度的保护

个人的正当权益。还比如青少年的幸福观、顺逆观、爱情观

随着时代发展都有所变化，所以学校德育内容也要常新常变，

要顺应时代潮流，德育内容如果一成不变，没有创新和适度

调正，德育教学的效果就会大大降低。其次，教学模式刻板

单一，没有以学生为主体。德育教学没有充分尊重学生身心

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课堂教学气氛沉闷，难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再次，学校和家长沟通不畅，德育衔接不利。学校

的德育工作不是教师单独努力就能达到最佳效果的，这需要

广大家长的积极配合。学校的德育内容需要家庭环境中进一

步巩固和深化，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配合，德育的内容会更

好更快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由于部分家长的教育方式和

日常行为和学校德育内容相离相悖，导致学校德育的成效不

容乐观。

3.3 社会环境——社会环境错误引导

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全面发展也离不开社会

环境 , 青少年的德育也不例外。在本文中我们暂且将社会环境

分为社会现实环境和网络媒介环境，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青

少年德育失范的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外来思想的

不断涌入，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有许多人在现实生活中过分

注重利益得失，大肆宣扬功利主义、森林法则、成功学等。

而我们优秀的传统美德被认为是限制青少年发展的枷锁，广

大青少年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和优秀的传统美德渐行渐远，

对这些美德的传承趋于淡化。慢慢的部分青少年就会产生错

误的思想，他们会认为在现代竞争社会当中，谦让和仁义就

是傻，老实人就会吃亏。还有随着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争论

也给青少年德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比如“扶不扶”的社会

问题，由于某些道德败坏者的先行举动，使得我们在坚持正

义与传统美德的过程中有了迟疑，青少年德育也因此受到影

响，所以我们才呼吁扶人先要把道德扶起来，不要让部分热

心人寒了心，更要给我们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德育社

会环境。另一方面，网络媒介环境给青少年德育带了很多负

面影响。近些年来，网络媒介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由于

该领域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网络监管机制的不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的约束滞后等原因，造成目前网络媒介参差不齐，

问题频发，在青少年德育培养中负面影响较为严重。一些青

少年在使用网络媒介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

成本，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的思想道德发展深受其影响，对

他们的人生目标、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

由于青少年心理和思想都不成熟 , 他们对新鲜事物缺乏分辨能

力 , 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和内容的影响 , 某些网络媒介所传播

的不良的内容 ( 如暴力、色情、犯罪等 ), 逐步深入到青少年的

日常生活中 , 许多青少年犯罪与之有很大关系，造成恶劣的社

会影响，成为青少年德育工作中的一块绊脚石。

4 改善德育环境有效应对德育失范

4.1 充分发挥家庭环境在德育中得天独厚的优势

家庭是青少年德育最普遍最便捷的渠道，家庭环境是他

们品德启蒙教化和养成的首要场所，在广大青少年德育过程

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首先，要德智共抓共管，德育为先。

在德育过程中，我们要将品德教育和良好的个人修养培养作

为家庭教育的核心，笔者认为一个品德修养素质极高的青少

年，他的竞争能力一定高于高分低能或是道德败坏的人。因此，

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只有这样，德育才能在家庭教育

中取得实效。希腊伦理学家普卢塔克曾说过：“道德是永存的，

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广大家长要注重孩子的道德培养，

道德才是广大青少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其次，家长

要营造良好的家庭德育氛围。作为家长，一定要尽力优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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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德育环境，要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成为孩子优秀的道

德启蒙老师和道德践行的表率。和谐的家庭氛围对青少年的

德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家庭成员要给青少年营造一

个和睦融洽的家庭氛围，用亲情和爱去教化孩子，以所言所

行去影响孩子。再次，家庭德育内容与方法要与时俱进。一

方面对德育内容的革新，德育的内容要多层次，比如：个人

品德的养成，社会公德的教育和崇高大德的培养，既要有“天

行健，君子应自强不息”的精神培养，更应该有“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责任教化。德育的内容要多角度，例如：劳动教育、

审美教育、荣辱教育等，以劳动教育培养青少年科学的苦乐观，

以审美教育引导他们正确的审美观，以荣辱教育树立他们正

确的荣辱观。另一方面对德育方式的创新，家庭教育方式的

创新更有利于德育的实施。一是要建立平等关系，家长不能

为了树立威严而忽视青少年的感受，家长要学会聆听与信任，

要改变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观念，应该以关怀与爱的方式

进行道德行为指导 , 帮助他们明辨是非。二是要坚持民主原则，

家长不可过分干涉，也不可过分溺爱和保护，更不可放任自流。

在平等关系的前提下，可以给予合理和科学的引导，由一味

的单方面灌输转变为双方共同探讨而进行合理疏导的方式，

这样青少年的道德推理能力和道德认知水平可以潜移默化地

得到提升。

4.2 不断改进学校的德育方法和增强校园德育的实

效性

学校作为青少年德育的主阵地要清醒地认识到青少年德

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学校教育应立德为先。要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德育教学方法，改革以知识考核为重点的德育评

价方式，建立科学多元的德育评价体系，切实增强德育教学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学校德育工作要趋于生活化。德

育工作不是简单进行理论灌输，更不是喊口号表决心，应该

是将德育内容与青少年的生活相融合，要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贴近现实，将德育工作回归于青少年的实际生活，这样才能

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对学生进行德育的过程中，教育者

可以选择学生周围的人和事，这样使得德育内容和方式更接

地气更有说服力，无形中提高了德育的亲和力。德育还要做

到知行统一，所以进行社会实践时很有必要的，可以通过体

验式教育让学生对道德的方方面面亲身去体验和感悟，这比

空洞的理论讲授更有实效。其次，德育的内容要有针对性和

时代性。德育工作者要根据不同时代的德育目标、青少年身

心特点和实际情况，悉心选择恰当的德育内容，提高德育内

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理想信念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

责任感的教育这是必不可少的，但也要根据青少年的实际情

况注意其他方面的教育。例如：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人际交往教育等。再次，德育工作要以学生为主体。学校教

师在德育教学过程中要摒弃刻板枯燥单一的教学模式，应用

多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来提升德育课堂的活跃度和吸引力，

可以借助多媒体、音乐、影视资料等教学工具来增加德育的

艺术性，用主题讨论法、案例分析法、探索体验法等方式来

提升学生的参与度。除此之外，德育教师要积极鼓励和引导

学生参加德育实践活动，真正做到知行统一，知行无缝连接，

比如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每年的学雷锋树新风活动、植树环

保公益活动等，不断丰富学生的道德情感，让学生在感同身

受的实践体验中内化道德认知。

4.3 积极营造和优化青少年德育的社会环境

青少年德育工作的顺利进行还离不开积极向上的社会环

境，这需要全社会全方位一致发力，营造和谐健康的德育氛围。

一方面，从个人角度来讲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为青少年树立榜

样，自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用自己良好的品德去影响和感

召青少年。从社会层面来讲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也需要全社会

的支持和配合。一是青少年活动场所建设要到位，满足青少

年健康发展的心理、生理和各种需求。活动场所包括公共文

体场所和各类娱乐场所，这样举办各种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

康的活动场地就有了着落 , 有助于活动全面深入顺利的展开，

而不是蜻蜓点水。二是组织青少年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公

益活动和力所能及的公务劳动。通过集体活动可以强化他们

的整体观念和集体意识，通过公益活动可以树立他们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社会服务活动，让他们在贴

近社会的活动体验中，不断深入地认识社会 , 培养他们热爱社

会的高尚品质 , 树立他们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崇高精神。另一

方面，要营造良好和谐的网络媒介环境。一是网络媒介要树

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对其传播的内容要进行时时监管，更

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不能忽略作为媒介媒体人的担当，坚

决肃清低俗媚俗的内容，净化网络空间，还广大青少年一个

干净健康清朗的德育网络环境。二是相关部门要健全网络管

理的法律法规和加强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网络媒介对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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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机制。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对网吧、娱乐场所、游

戏厅等公共场所的监管力度 , 进行严格的管理，坚持对这些文

化场所树立公共利益导向。三是不断提高网络媒介从业者的

素质 , 特别是提高其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使他们懂得自身

对社会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舆论环境有重要的导向

作用，不能全然不顾自己的产品对社会、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刻意炮制内容低劣的作品。

5 结语

德育能够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能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培养出德才兼

备的高素质人才。而在德育具体实施过程中，家庭、学校和

社会缺一不可，我们要不断优化三个德育环境，将三者有机

的结合统一起来，三方面共同发力，为广大青少年德育工作

提供良好的环境，不断提升德育的实效性和科学性，使德育

工作在和谐的德育环境中迈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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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ultivate the Cooperative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in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Li Liu　Congxiao Quan　Wenjing Zhang 
Shijiazhuang People’s Medical Colleg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shown a steady growth trend. The economic growth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
ment process of clinical medicine and nursing technology,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medical 
personnel. The role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hospital is more diversified, and can be changed at any time according to the needs. In the 
process of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cooperative ability is the key goal of teaching, which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Keywords
clinical nursing; nursing teaching; cooperative ability 

在临床护理教学中如何培养护生的合作能力　
刘莉　权聪肖　张文静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国·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就呈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经济的增长推动了临床医学和护理技术的发展进程，对医务人员的综
合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护生在医院中的角色较为多样化，可以根据需求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临床护理教学的过程中，
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是进行教学的关键目标，必须加以重视。　
　
关键词

临床护理；护理教学；合作能力　

 
1 引言

在医院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个环节的影响，

着重注意临床护理教育中对合作能力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中

国传统临床护理教育的改革。根据多年的实践结果，教师应

该明白对护理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不止局限于临床护理教育，

还可以在其他教育环节进行延伸。护理专业的学生也要通过

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能力，合作能力的培养并不是一个单项

的过程，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配合，只有做好基础工作，才

能保证中国护理行业的良性发展。

2 培养护士合作能力的重要性

2.1 合作能力是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作技能是指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根据周围的环境变

化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逐渐演化出的技能，合作技能包括的

内容比较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对自我的正确理解，

包容关怀他人。在一些医院，有些护生的态度非常傲慢，缺

乏同情心和共情能力，不知道怎么处理医患关系，在与患者

进行沟通的时候，往往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思，造成更严

重事故的发生，使自身陷入被动状态。基于此基础，在临床

护理教学中，对护生合作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

心健康的人可以正确对待每个人的意见，对别人的观点和做

法都可以采取正确的态度。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研究和成长

中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和照顾，与他人共同努力以实现预定的

目标。因此，与他人一起出去合作时，要获得他人的力量并

接受合理的建议。即使别人的意见不同，也必须学会用温柔

的言语说服，不能因为意见不同就其争论和矛盾，这是自我

修养的结果。合作能力包括对人们的意见以及实践的正确态

度。在合作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能够理解他人的困难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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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帮助，能够听取和接受他人的正确意见，诚实公正，在

关键时刻表现出作为一个人的高品质，并且理想和信念非常

丰富。在这种精神影响下，合作能力是全面素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使他人真诚对待彼此，加深和发展伙伴关系 [1]。

2.2 临床医学和护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合作能力是客观

需求

基于合作能力的社会心理特点，可以在临床护理教学中

进行广泛应用，它可以全方面满足医务人员的理性心理需求，

让医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愉悦的心态，使之能

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贴心可靠的服

务，从整体上提高其影响力，在整个工作和学习环境中保持

稳定和谐的秩序，促进临床医学和护理技能的全面发展。通

过与人们的相互沟通了解与配合，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效率和

医疗效率。在合作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

富和发展个性，在互动中建立广泛的联系，捕获和筛选对其

工作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新信息，对其进行研究，更新知识结

构并思考方式加以改善。改变旧的无用的观念，不仅可以满

足自己的发展需求，而且还可以接受更多的个性，来满足医

务人员在市场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客观需求 [2]。

合作能力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合作能力也是对客观发展的需要，对于护理学生

未来的发展前景有着一定的影响。老师要采取多样化的方式

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老师和学生要加强交流，学生有不懂

的地方就问老师，老师要耐心解答学生的问题，通过对合作

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提高中国护士综合素养水平。在临床护

理教育中培养合作技能的研究与实践，将促进临床护理教育

的改革，促进护理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实施。

2.3 协作技能是生活的基本条件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克制且相互有影响

力的社会环境中，只有健康的思想和健康的人格才能很好地

适应社会，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临床护理专业的学生与

社会接触少，并尚未形成生活和世界观的人。与他人打交道时，

医务人员应表现出完全的信任，爱心和尊重。如有必要，可

能需要放弃个人利益。合作能力使您可以在工作中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促进工作进展，并创造共同努力与发展的集体

氛围。因此，护理学生处于需要指导的阶段，护理教师应注

意培养护士的合作能力。一些护士学生还太年轻，无法准确

了解自己的能力和个性。年轻的学生有许多复杂的心理状态，

包括骄傲、自卑、傲慢、主观甚至自私，无法正确地与人沟

通，也无法正确地理解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中的利益冲突。

同时，家庭背景中的文化因素在成长过程中也有重要的影响，

每个人都离不开父母及其周围环境的烙印，这也是生活发展

的一个因素 [3]。

3 培养和提高护理专业学生合作能力的方法

根据未来护理行业对人才的选拔要求，对护理专业的学

生进行合作能力的培养是非常有必要的，合作是护生健康成

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合作技能就是学生对生活与他人交流之

中的重要能力，在临床护理教育中，学生和老师处于一种微

妙的关系，老师和学生要相互尊重，加强双方的沟通交流，

学生要自觉提高个人修养，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不断充实自身。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提高护理学生合作

技能的重要性。采用科学化手段将合作技能的培养融入临床

护理教育中，改变传统的临床护理教育，有效促进护理教育

中素质教育的实施。

3.1 加强护理专业学生的自我修养

护理学生的自我修养和素质是发展合作技能的基础。培

养学生对公平，守法和遵守的规章制度的认识，以养成良好

的行为举止，形成轻松和大方处事风格，与他人进行相互的

协调，学习与他人合理地沟通。与人打交道时，学生首先需

要不断修改自己的言行。在思想上，在行动上，在言语上完

成客观地了解自己 [4]。

促进护理专业学生的自我修养是发展合作技能的基础。

当护理学生在学校时，他不仅必须与老师交流，而且还必须

与同学交流。教师应注意护理学生的良好护理习惯和个人品

质的形成。全方面培养学生的个人能力，在培训的时候应该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进度，采用简单易懂的培训方法，

便于学生更好的融入教学内容中，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和批

评，及时反省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观点。护生要自觉提高个人

修养和道德品质，这些都是培养合作能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

件，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很多方面，要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

事做起，与他人相处要宽容大度，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

对自己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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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教师对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

老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并给予一定的表扬，增强学

生的自信，对学生要有耐心，人与人都是相互尊重的，老师

要和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关系的建立可以使得学生更

好的接收到老师教授的知识，加强和学生的沟通交流，这样

才能够保证教师能够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主动学习，进一步提高

教学效率。学生和老师真诚相待，对于学生的问题，老师要

耐心解答，学生也要对老师给予一定的尊重，这样才能有效

提高教育质量，达到教学目的。

护理专业的学生很年轻，几乎没有生活经验。缺乏社交

常识和经验，作为老师，应该教会学生在医院特定的社交环

境中正确处理与各方的相互合作关系，并逐步与他人进行认

真开放的思想交流。在临床护理课程中发展学生的综合护理

技能的目的是包括培养学生的协作技能，这不仅对护理发展

至关重要，还可以全方面促进对职业护理人才的培养，使中

国护理行业能够良性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要

注意对护理学生的心理引导，老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性格特

点进行科学合理的心理引导，不同的学生其心理特点也不一

样，在了解学生心理特点的基础上加强对合作能力的培养，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要让学生全身心的融入教学活动中，有

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规避消极情绪带来的影响，做好临床

实践工作。在具体的临床操作过程中，要记住每个操作细节，

避免出现人为失误的情况，通过点滴积累使学生形成良好的

专业素养和行为习惯，要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养成纠正自

己错误观点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要学会相互尊重，凡事

以大局为重，有一个良好的包容能力，为以后自身工作发展

打好基础。

3.3 老师要言传身教

每个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老师要善于发现并给予

表扬；老师和学生尽可能建立起平等的关系，老师要善于倾

听护生的想法和意见；言传身教，是对学生最好的教育方法，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可以是朋友，可以是上下

级关系，但如果建立在朋友关系的基础上，学生学习知识的

效率将会事半功倍，进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老师在带教

学生的这个过程中，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方式诱导学生们的求

知欲，激发学生们的学习欲望，和学生相处的时候，话语自然，

相互尊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质量，达到言传身教

应有的效果。言传身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较注重对

时间的积累，护生的年龄普遍偏小，人际关系比较简单，老

师在对学生的这个引导过程中，需要体现出真实情感，用豁

达的心胸与护生相处，潜移默化中增进老师和学生的距离 [5]。

4 结语

合作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护理专业学生的发

展前景，当下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于合作能力的培养有着

明确的要求，合作能力是护生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在对护

生进行临床教学时，需要注意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老师要

充分发挥在学生当中的主体作用，要和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

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老师要注意自身的一言一行，通过言

传身教的方式潜移默化中提高护生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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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rocess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In the proc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
ers must be based on integrity and focus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Only in this way can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be better 
completed.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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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欧枝华　

贺州学院，中国·广西 贺州 542899　

摘　要

在高校当中，公共体育教学过程属于一种动态的过程。在进行体育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必须要立足整体性，重点结合学生
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完成公共体育教学。论文主要介绍了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改革以及创新。　
　
关键词

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　

 
1 引言

目前，在高校体育教育的过程当中依然存在一些重点以

及难点，如何更好的构建大学公共体育课程体系，最终满足

当今的素质教育需求。为了保障当代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可以

得到提高，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对于公共体育的教学方法进

行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开创新模式的公共

体育教学。

2 通高校公共体育课改革以及创新的重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以及知识经济时代提前到来，

关于普通大学的公共体育课程的改革以及创新变得非常重要。

体育课程可以保障大学生更加全面的发展，包含身心的健康

发展，身体素质的提高以及对体育知识以及技能的掌握都可

以很好的得到提高。对于普通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进行改革

以及创新，是为了保障体育课程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和

现代的素质教育发展相适应，这样以来非常有利于促进大学

生对体育课程的正确认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以及

后续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最终培养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3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具体的现状

目前，普通高校当中的体育课程存在非常多的问题。首

先，关于教学指导思想的理解以及运用上面存在非常多的错

误。在普通高校当中，公共体育课程的改革以及创新主要以

“健康第一”的思想作为重要的指导。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指导思想的概念比较宽泛，这样以来对于正确含义的理解就

变得不是非常的准确，存在一些误解，将会严重影响大学体

育的教学改革以及创新。第二，课程体系的单一性。在普通

高校当中，公共体育课程的体系比较的单一，非常的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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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程的设置，课程的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严重的

缺乏相应的活力。着重的强调内容，没有对学生的兴趣以及

需求进行考虑，无法有效地将课程内容以及社会需求有效的

结合起来。最后一点，师资力量非常的薄弱，教学环境比较差。

非常多的学院老师重点强调的是体育的技能以及成就，对于

素质教育以及学生的兴趣需求非常的忽略，这样以来将会造

成学生对于体育课程无法产生较高的兴趣 [1]。

4 教学改革重要措施

4.1 重视“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在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改革以及创新当中，指导思想是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关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改革以

及创新的指导思想存在非常大的误区。在改革创新的过程当

中，高校要对其精神实质进行正确的理解，坚持贯彻“健康

第一”的指导思想，重点的结合学生的具体需求以及现实情况，

最终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只有把学生作为教学理念的中心，

才可以更好地完成大学公共体育课程的改革以及创新。

4.2 加快改革以及创新

社会体育活动属于体育课程的一种延伸。在现代的体育

课程当中，对于社会体育活动非常的重视，甚至已经将其作

为课程的一部分进行了引入。当前，每所学校当中的体育锻

炼包括三个主要部分：课堂教学部分，体育俱乐部部分，体

育训练比赛部分。在管理的系统当中，体育课与课外部分通

常处于分开状态，主要通过学院以及教学研究室等相应的组

织形式对其进行具体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有非常多的优势，

非常有利于对各种各样的工作进行集中管理，但是不能有效

的把教室内的体育课以及教室外的体育俱乐部进行紧密的结

合，也不能更好的发挥每门课程的优势。为了更好的解决这

一问题，首先要非常的注重课程的建设，并按照学校的实际

情况开设相应的课程。每个课程都应该包含课堂体育课以及

课外的俱乐部。利用相对比较独立的垂直管理模式继续进行

管理，保障学生每天都可以进行 1 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其次，

关于体育课程的结构制定，应该遵守高等教育的修改规定。

关于体育课程的结构设置，必须要保障其比例可以满足社会

发展的需要，可以更好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人格的发

展要求。这样以来就需要对目前的课程进行更改，普通高校

所开设的一些体育课程比较的广泛，设计的面比较大，选修

课已经成为了传统课程当中的点缀。引入全新的排列以及组

合，可以保障公共体育课程变得更加的灵活，结构变得更加

的合理。在体育课程的改革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应的评估体

系来进行保证，否则，改革很可能会出现功亏一篑的效果。

4.3 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中国的课程理论研究一直处于深入的发展过程中，课程

政策也将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这属于中国课程改革历史

当中的又一次历史性进步。教师专业素质的高低和体育课程

的改革创新以及其相应的实施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按照学

校以及全国的实际情况，应该重点的从三个方面对于公共体

育教师的总体素质进行提高：第一，树立比较清晰的课程意

识。中国对体育课程的研究非常的不重视，在教学理论的具

体指导下，课程始终属于一种形式的存在。大多数的体育教

师对于课程的了解非常的少，习惯于利用“教学”来对“课程”

进行解释。因此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唤醒教师的正确课程意

识。第二，培养积极的课程问题意识以及责任意识。在体育

课程改革的过程中，需要积极的发现当前课程的具体实施和

学生需求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具体差距，及时的发现以及探

讨课程的问题，这些都属于体育课程改革当中的前提。当然，

在课程的改革过程当中，教师一定要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只

有具备强烈的责任感才会更加的关注课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并积极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相反，如果在改革的过

程中老师及其的不负责任，那么对于出现的问题将会非常的

难以关注，更谈不上对于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

4.4 体育课程以及改革的发展

在体育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要坚持两个中心，即以教

师为中心以及以学生为中心。同样，也应该重点的强调课程

当中教与学之间的互动原理，通过之间的互动可以更好的发

挥课程的潜力。①对教学内容进行综合。在现代科学的发展

过程中，科学分化以及综合的辩证演变是其重要的趋势。因

此，关于体育课程的内容的改革一定要和社会的需要相适应。

换句话来讲：它必须要和脑力工作者的特点相符合，和大学

生的知识结构相适应，满足全民健身的计划，符合大多数学

生的相关兴趣等。根据我们大学的特点，其教学内容应增加

更多的全民健身教育和内容，以适应不同职业的特点。②多

种多样的教学方式。教学模式一定要具备灵活的结构，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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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多种教学模式的存在，这样以来学生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

③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对比较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是

非常有必要的，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要保障学生的主动参与

性可以积极的得到发挥，逐步的进行过渡，把学生作为中心，

用实践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把之前使用秒表以及卷尺等传

统的教学方法逐渐的过渡为以多媒体教学为主，把网络教学

以及社交体育活动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样以来体育教学将会

很大程度上提高效率 [2]。

5 构建全新的体育课程体系

从宏观上来讲，主要分为三点，即：课程的科学化目标，

教学内容的多样化；课程内外之间的相关整合。从素质教育

的角度进行观察，关于体育课程的核心目标是为了对学生的

身心健康进行改善。因此，学校在体育课程的改革过程中应

该首先对健康的指导思想进行确立。纵观体育学科，发现体

育课程存在非常鲜明的特点：①实用性的特点。在体育课程

当中，必须要进行相应的体育锻炼，只有这样才可以承担相

应的运动负荷，最终达到促进身体整体发育的目的，通过实

践活动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知识以及技能，培养比较良好的运

动兴趣以及锻炼习惯。②诚信的特点。按照体育锻炼的法则，

仅仅的按照课堂的教学是没有办法达到课程训练目标的。为

了获得比较良好的效果，可以把课外活动进行合理的扩展以

及整合。③社会性的特点。在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很容易

形成小团体以及小社会，这时候就会出现社会当中的一些问

题。④差异性特点。体育专业学生本身的身体条件比较好，

但是其余的课程就会比较的薄弱。这时候就需要对这些人群

进行关注，并按照他们的能力进行相应的教学。⑤复杂性的

特点。体育课程包含的内容较多，可以说集知识，功能，身体，

心理以及能力于一体，和其他的课程相比较具备比较鲜明的

特点。因此，在改革以及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要树立“学生导向”的教育理念，这是一种从学科结构逐

步向学习结构转变的一种模式；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体现

体育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社会体育融合的一种趋势。②

要着重的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能力以及创新的精神，这也

属于体育课程改革当中的一种普遍趋势 [3]。

6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进行改革以及创新是

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运动兴趣，树立终身

的运动观念，保障他们在运动当中能力得到提高，保持身体

的健康发展，从而成长为国家以及社会所需要的全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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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New College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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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has promulgated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ferred to as “13th five year plan”, it has been clearly proposed that all units, companie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tc. in the 
whole country must strengthen the modern management of archives.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Internet e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and 
cloud platform. Especiall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have complex and spec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huge staff compo-
sition,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archives is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the efficiency of daily management. 
　
Key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rchive information; Internet era; big data background 

试论新建高校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水平的提升　
杨力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普洱茶学院，中国·云南 普洱 665099　

摘　要

自从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之后，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全国
上下的单位、公司、教育机构等必须要加强档案的现代化管理，尤其是在信息化科技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进步过程中，借助
大数据和云平台进行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提升十分关键。尤其是对于高校这种组织结构复杂且特殊，而且人员组成十分庞大
的机构而言，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有助于高校科研水平的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的效率提升。　
　
关键词

高等院校；信息化管理；档案信息；互联网时代；大数据背景　

 

1 引言

众所周知，现如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网络化时代的普及

势头十分强大，并且也已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行各业中

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于高等院校的建设来

说，就一定要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进行自身综合能力

的提升，不仅仅要加强学习教育的力度，还应该重视学校内

部各个方面的建设。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提升就成

为了一个需要重点对待的问题，新时代赋予了高校档案工作

新的内涵，因此相应的从业者应该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

去面临高校档案建设过程中已经暴露出的问题，从而寻找出

更适合每一个学校发展和进步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2 高等院校档案的信息化建设

所谓的档案信息化建设，实际上就是在国家和相关行业

的要求下，档案管理部门必须要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响下，借

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档案信息进行统一的处理和规划，方

便后期档案管理资源的分类使用和查询，为社会发展提供大

量的信息资源。首先高等院校档案的信息化建设是档案信息

的数字化提升，利用先进的基础技术型设备将高校中的档案

编组成能够用于检索的、有序的档案信息库。其次还要重视

对高等院校档案网站的建设，通过在公共信息服务网站上建

立的站点或链接，以主页方式提供有关档案查询服务以及开

展档案法律法规宣传等。第三点则是对数字档案馆的构件，

方便突破时间和空间来远程获取档案，加强了高等院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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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1]。

3 信息技术应用于高校基建档案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

首先，档案管理人员对信息技术认识不足。在固有模式

的制约影响下，基建档案管理人员尚未对信息技术应用于高

校基建档案管理形成深刻认知，不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

势。虽然现阶段在档案管理中大多已引入信息技术，但是却

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很多档案管理人员仍然采取人工收集

档案资料、人工进行档案编号的方式，信息技术的应用价值

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档案管理工作仍旧非常繁琐。其次，

信息技术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在高校基建档案管理工作中引

入信息技术，势必需要增添一系列的新设备，同时还需引进

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有了设备和人才才能建立完备的

数据库，而无论是购买设备还是引进人才，都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 [2]。但是，由于尚未形成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观念与

认识，导致高校基建部门在信息技术建设方面投入不足。

4 新建高校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水平的提升

4.1 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

想要促进高等院校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水平提升，其中比

较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网络时

代，想要实现高等院校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最主要的就是要对基础建设设施进行改善和提升。而且相应

的国家和政府以及其他机构都必须要认识到高等院校档案管

理工作在高校日常工作结构中存在的重要性，它所扮演的角

色是什么？并且要给与高等院校的日常工作一定的政策支持

和资金的资助，对高校在档案管理方面提供创新打下良好的

基础。与此同时，在档案管理的过程中还要及时地将资金下发，

用来购买配套的计算机等硬件设备，这就会及时解决了在网

络时代下高等院校档案管理过程中存在设备不足的问题，具

体的表现如下：首先，学校必须要采购一定的数据信息采集

设备，这就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采购一定数量的扫描仪、

文字识别软件、打印设备等，将学生的纸质版信息更快速的

通过电子的形式传输到电脑中，不仅仅减少了人力、物力、

财力等资源的进一步浪费，而且还提升了信息采集的精确性 [2]。

第二点在高等院校档案管理的过程中还需要坚持科学性和规

范性的原则，要求高等院校档案管理的过程处于一个十分严

谨的工作状态，每一份高等院校档案管理信息的内容、具体

的每一条信息都真实有效，在专业的技术指导人员帮助下建

立起来的、系统性、完善性、立体化、全方位的档案管理信

息库和系统是保证高等院校档案管理科学有效性的重要措施。

第三点还需要保证网络系统和基础设备的稳定运行，只有网

络基础设备的稳定性得到提升，使得相应的档案管理工作才

能够更好地借助互联网来进行相应工作效率的提升。

4.2 加强从业者工作能力的培训

我们在保证了高等院校档案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情

况下，还需要加强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思想提升以及工作能

力的完善。这是因为对于高等院校的档案管理工作而言，操

作者是保证每一项工作步骤和工作程序都能够顺利的进行下

去的基础保障 [3]。随着时代的发展来看，档案管理人员对于

档案管理有着决定作用。此必须要重视高等院校档案管理工

作者的能力提升，管理人员应该对档案管理工作者的工作给

予充分的重视，按照实践阶段和从业时间对其进行培训教育，

并且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响下，利用大数据、云平台等科技性

的事物让高等院校档案管理工作从业者明白传统的档案管理

工作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于现阶段的要求，而是必须要去接

受新的思想和新的事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面对工作。除

此以外，高等院校还需要定期邀请相关的校外技术人员对档

案管理的从业者进行技术上的培训，要求他们熟练掌握扫描

仪、文字打印设备、档案调取设备等科技性的机器，以此来

减少他们对新设备、新技术的适应时间，大大节省了人力、

物力、财力等资源，而且档案管理工作的精确性也得到了提升。

4.3 构建一体化的高等院校档案管理体系

对于高等院校的档案管理工作来说，相要实现突破和创

新，就必须要摒弃掉传统的一体化管理模式，创建新型的、

科学的管理体系。这是因为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都是依赖于

人工来进行的，在现阶段已经不能够使用下去，而且较大的

数据处理需要充足的人工，这一点是不能实现的。在新时代

的档案管理过程中必须要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进行信息化管理

水平加强，也就是说要构建起专业的管理平台和相对稳定的

系统性网络。就当下的发展而言，目前很多高等院校都已经

实现了局域网覆盖，而且有很多部门和学校也都建立了属于



129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27

自己的系统局域网，这样不仅能够保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很帮助了高校内部办公的自动化系程度提升。高等院校档案

管理工作的进行过程中一定离不开网络的支持，在进行扫描、

处理、上传、分析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网络的稳定性。而且学

校还可以利用档案管理的互联网技术对各部门的一些重要文

件图片的信息进行保存，方便它们在后期使用的过程中能够

便捷、快速地找到，减少了人工操作带来的巨大麻烦。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在高校基建档案管理

中应用信息技术是大势所趋。但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还需

要高校基建档案管理部门加大对信息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力

度，转变档案管理人员的思维模式，提升档案管理工作的综

合效能，加大安全监督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高校

基建档案管理的质量与效率，更好地服务于高校基础设施建

设。在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软件简化

了高校档案管理的过程，大数据和云平台的引入又提高了工

作的准确性，相信在未来高校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将会不断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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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nner” for High School English learning 
Xingtian Zhao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of Yuxi Teachers College, Yunnan Province, Yuxi, Yunnan, 653100, China 

Abstract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y already have a certain found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learning. As the saying goes, “A person is 
not as good as a tool, but a tool is not as good as a method.” If you have better learning habits and more effective methods, you will be 
more powerful. If teachers guide their methods, create effective situations,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let them know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passive position of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can effec-
tively regulate their learning process and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English learning. 
　
Keywords
situation; interest; reading; habit 

高一英语学习的“助跑器”　
赵兴田　

云南省玉溪师院附中，中国·云南 玉溪 653100　

摘　要

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他们在初中的英语学习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俗话说的好：“人巧不如工具巧，工具巧不如方法妙。”
如果有了更加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更有效的方法，就会如虎添翼。如果教师疏导其方法，创设有效情境，多渠道激发其学习兴趣，
并让其知道阅读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消极被动的地位，能有效地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冲破英语学习
的瓶颈。　
　
关键词

情境；兴趣；阅读；习惯　

 

1 引言

在英语教学中，许多英语教师常常面临一个普遍的现象：

不少初中英语学习的佼佼者，到了高中后，曾经的优势科目

变成了劣势科目；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初中遗留下来

的许多问题尚未解决，高中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学生产生

了破罐子破摔的逆反心理，彻底成为差生。究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初中英语教与学，存在本质的区别

从学习的主体来看，当高一的学生在阅读课上面对着一篇篇

相对较长、较难的材料时，他们一时难以接受高中教师导而

不扶的自主学习的阅读方式，依然期待着教师能对课文进行

深入细致的分析，对语言点、难点、疑点举一反三，课堂热

热闹闹、边学边玩。他们对充满挑战的高中阅读课堂，不能

及时调整学习方法，有的甚至在课堂上带有情绪，不主动参与。

久而久之，对阅读失去了兴趣、信心，学好英语也就难上加

难。从阅读的功能来看，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离不开阅读，

阅读在英语学习中的地位更是不言而喻，似春雨般润物细无

声地促进英语学习者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发展。这

也正是“得阅读者得天下”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真正原因。美

国教授斯莱文说：“一个会阅读的学生不一定在学业上成功，

但一个不会阅读的学生学业一定不会成功。”仅从以上两点

就不难看出：如果学生对英语阅读没有信心和兴趣，就很难

适应高中英语的学习，体会不到成功的喜悦，学生的学习就

会异化为一张简单和被动接受的过程。这与新课程的理念的

总体目标背道而驰，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解决解开这

个教学的症结，成了许多老师面对的困惑。笔者在长期的教

学探索中发现，解开这个症结的关键是教师应从自身出发转

变教学观念，让高一学生拥有学习的助跑器。首先要让学生

知道阅读的重要性，为学生创设有效的情境，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几个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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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让学生从思想上重视英语

当今社会越来越国际化，英语成为获得信息和进行交流

的重要工具，学习英语是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需求。提高阅

读理解能力是学好英语的一种重要途径。英语科目本身的特

点，决定了英语阅读的难度比较大。只有那些感知到阅读重

要性并追求更高目标的学生，才能更好地迎难而上。在高一

新生的第一节课上，快速地让学生翻一遍新课本，让他们亲

自去了解阅读材料在课本中所占的篇幅，体会阅读在高中英

语学习中的地位。让学生互相交换看近三年高考题型及分值，

让他们知道：无论是中考，还是三年后的高考，分数最多、

最难、最深的内容是阅读理解。如果不主动去阅读学习，将

会给自己的学业、生活留下太多的遗憾。通过以上这些最直

接的方式，让他们亲身感知阅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才

能从思想上真正的重视阅读，对阅读课堂抱有更加积极乐观

的态度。[1]

3 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 

对于大多非母语的语言学习的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的主

要环境就是课堂。学习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课本教材。如果要

让学生对我们的课堂充满期待，我们必须在精研《新课程标

准》的基础上，通读整套教材，领悟教材，通过对文本的剖析，

形成自己的见解。让课本因为教师二字，成为教会学生学习

和阅读的第一手好素材。其次，阅读教学的设计主要是针对

阅读材料的问题进行设计。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时，要根据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语言水平，准确捕捉到教学内容，学生生

活经验及兴趣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充分利用课本优势，阅读

前融情于景，阅读中铺设策略，阅读后思维拓展，恰当地确

定学生学习的任务和形式，把阅读教学很好的融入到问题情

境中。使每一堂英语课都成为情感和智慧的完美结合，是我

们每一个教师的责任。如：高一必修一 Unit 1 Anne’s Best 

Friend，我先播放 Auld Lang Syne 引起学生的好奇心，让学

生展开讨论：“What is true friendship ？” “Who is Anne’s 

best friend ？ Why ？” 导入课题。如果教师要锻炼学生整体

语篇的意识，教师就必须设计出有关文章结构的问题。如果

要让学生理解细节，就要设计出引导学生深入浅出对阅读材

料进行分折的问题。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和参与课堂活动的热情，促使他们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对

于提高阅读的速度和获取信息的准确性都是至关重要的。[2]  

4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为了让高一的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高中的英语教学，

必须抓住有利的时机，教会学生用科学的方法来学习，养成

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教师教学的巨大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3]。

①让学生学会查缺补漏。学生要及时审视自己的初中

学习中最薄弱的部分，利用课余的时间及时地弥补，及时地

复习初中基本的常用的词汇。高中要求掌握的英语词汇十分

的繁杂丰富，而且还要掌握各种用法、搭配和意义。必要时

还必须把一些包含重点单词的句子背下来，才能记住单词的

拼写，学会其用法。其中有一部分词汇是属于初中英语就学

过的单词，在高中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及

时地复习单词，有利于减轻高中词汇的学习压力。同时，为

了减少部分学生问题的越积越多，产生对英语学习的恐惧心

理，在高一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教师应根据学生掌握的英

语知识和技能的实际，带领学生复习初中英语，特别是要加

强语音训练，八种时态和五种基本的简单句型，及宾语从句

和状语从句等语法基础知识的巩固，为学习新课程打下基础。

在讲高中内容时，应该将初高中的英语语言知识有机地结合

起来。

②让学生学会预习和复习。高中英语课文篇幅加长，内

容增多，难度加大，如果不进行预习，就很难适应课堂教学

的进度。而且课前预习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能调动学生的

思维积极性，激发求知欲，有助于学生动手能力和自学能力

的提高，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应告诉学生一些预

习的方法，比如在预习时找到疑难问题，在不懂的地方做好

标记，以便上课的时候有重点，有目的地去听讲。课后及时

复习，能加深和巩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系统地掌握

所学的知识。所以学生要严格要求，克服松懈情绪，把握及

时复习这一环节。同时要认真完成作业，让学生在完成任务

的训练过程中，把知识变成技能。由此可见，有效复习和预习，

对新知的深入理解、掌握和应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③强化阅读方法指导。阅读能力是高中英语侧重培养的

能力。阅读可以开阔视野，丰富形象，了解最新的信息学生

要多阅读，在阅读中巩固对词汇的识记，把记忆和使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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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增加词汇量，提高理解力，体会语言的灵活性。高中

生要学会对词汇进行归纳总结，形成知识链。最重要的是，

没有大量的阅读，就不可能有扎实的知识。在进行阅读教学时，

教师要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运用各种阅读技巧。掌握了一定的

阅读技巧，就可以激起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使学生乐于去

阅读。在教学过程中，讲明教法，指导学法。在对学生进行

学法指导，把重点放在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效率，提高阅读

的技能和能力上。如学会猜测词义、抓住关键词， 遇到长难

句时，教会学生分析句子成分，学会断句，因为阅读材料中

的生词、长难句不仅会影响阅读速度，还会挫伤阅读的积极性。

使学生学会科学地学习，提高他们终身学习的能力。 陶行知

先生曾说过：“只有教会了学生学，才会真正的让他们掌握

一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金钥匙。” 

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授人以渔，则终

身受用无穷。” 因为高一这一年的英语教学，是初中到高中

的过渡阶段，负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双重任务。很多工

作从这时抓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要我们不懈的

深入研究，勇敢地实践与探索，创设有效的情境，让学生保

持对英语学习的浓厚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生拥

有了学习英语的助跑器，就能把获取知识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从根本上改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消极被动的地位，能有效地

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冲破英语学习的瓶颈，甘于寂寞，心

无旁骛地徜徉于知识的后花园，在追其根，溯其源中，获得

成就感。我们就能邂逅成功， 圆满地完成高一阶段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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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Reasons for Applying Case Teaching Method in Police 
Tactics Teaching Practice 
Li Shu1　Yongheng Shu2 
1. Hubei University of Police, Wuhan, Hubei, 430034, China
2. Wuhan People’s Police Training College,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untry is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police tactics teaching. In order to further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of police 
tactics, it is necessary to organize classic cases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cases,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police tactics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some rational thinking 
of using cas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urrent police tactics teaching p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Keywords
police tactics teaching practice; case teaching method; rational thinking 

对警务战术教学实践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若干理性思考　
舒丽 1　舒永恒 2

1. 湖北警官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34
2. 武汉市人民警察培训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警务战术教学实践学习问题。为了进一步保障警务战术案例教学法的有序
开展，必须要根据实际需求将经典的案例整理，弥补传统教学案例中的不足之处，实现内部的警务战术教育的创新发展。因此，
论文主要针对现阶段的警务战术教学实践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若干理性思考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警务战术教学实践；案例教学法；理性思考　

 
1 引言

目前在警务的战术教学中长期性的开始采用案例教育教

学法来对典型案例的解剖分析，在课堂教学中开展相关的研

究性的讨论活动，逐步的引导学员能够从实际的案例中理解

战术的运用原则和法律原理，解决多种领域教学中理论与实

践结合的存在性问题，有效的弥补传统教学的缺陷，减少新

教学存在的滞后性以及脱节性。虽然近几年中国的案例教学

法在警务战术教育训练广泛应用且取得相关的教学成果，但

还是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需要改进 [1]。

2 警务战术教育训练采用案例教学法的现实

难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案例教学法在培养人才以及训练

思维等各方面已经有了其独特性的优势，一旦运用得当则会

取得十分好的效果，但如果运用不足，则缺陷性也是很大的，

不但会阻碍学员运用战术还会将战术无法融入于执法实践之

中，对此，必须要针对部分问题进行理解和通透。

2.1 无法明晰案例教学法与其他教学方法的区别

在进行教育教学时，我们会发现，目前现阶段的案例教

学法经常性的会与举例说明法和案例评析法相混。且很多教

师在进行教学时常常难以理解其中的精妙之处。其中举例说

明法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知识教学时常常会例举部分针对性

强的案例来印证观点，使得学员之间能够巩固基本的专业性

知识，帮助学员理解知识，节省环节，使得每一个环节都能

够有方案进行预先制定。一般来说，这种短小的例子能够集

中学员的注意力，使得学员的大脑皮层产生兴奋感，以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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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的形象分析和理解学员，从而培养学生的独立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而案例教学法则是由教师提供典型实战案例，

使得学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事先做好材料的阅读，通过案例对

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激发学员的思维积极性，将课堂的教

学上升到理性教学。这种教学方式以案例教学为基础，通过

师生之间的关系和讨论，可以逐步的推理出更加深刻的内涵

式教学 [2]。

2.2 狭窄化的案例教学法的课程适用范围

在进行案例教育教学时，部分院校在实施改革教育时根

本就没有根据课程的自身特性来进行课程的改革，很盲目的

针对课程的内容下达教学任务，一味地走形式主义化开展案

例教育教学课程，且片面的认为这种方式属于现代化的教学

模式，是一种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先进手段。在这种观念的

驱使下，教师与学员之间不能够准确的看待案例教学法，仅

仅将其作为教育教学的一种追逐潮流的工具载体。而在警务

教育教学实践中，案例教学法主要适用于战术理论和战术原

则两方面的课程，如果在其他方面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且

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偏差。由于其课程适用范围的狭窄性，对此，

必须理性的看待这种教育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选择较

为精准化的教学实践模式 [3]。

2.3 讲授式教学法应用现状

在进行教育教学时，有较多的学生发现了案例教学法

在医学、商学法学可以取得较大的成就，便认为其内在的教

学实践可以使用案例教学法，不清楚案例教学法在警务战术

教学的适用性作用，仅仅认为其整体性的训练成果的有益性

的自我体现，忽视了警务战术学的综合性学科的特点。由于

警务战术时一门法律性极强的学科课程，在成文法国家的国

家内部，必须要首先就从法律的基本理念原理进行学习，首

先了解法律的基本特征，形成自我的法律理论思维，在掌握

警务战术是理解其内在的基础性的理论知识，从而帮助学生

形成自我的法律理论思维。一般来说，进入公安院校的学员

以及刚入警的新警是不能使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育教学的，

必须要利用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提升学员的警务战术思维

和执法意识，初步的掌握基础性的理论知识，提升学员的专

业性的水平，保证教育教学的有序开展，以案例教学法为 

辅 [4]。

3 警务战术案例教学法的分析

3.1 理解案例教学的辅助作用

在进行教育教学时必须要及时的采用演绎法，保证教育

教学从一般走向特殊，采用归纳分析法强整体的教育教学水

平进行联结和补充，使得教学的认识度进一步提升并深化。

除此之外，还需要积极的落实案例教学法，理解教育教学的

基本内容，对于一些技能性强的知识，需要及时的利用一些

现场的实操进行有序处理。对于部分战术理论的知识讲解，

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将战术的理论知识以及技术进行理解和

分析，加强学员对于知识的深刻认知，形成更多的见解管理，

这样采用案例教学法则可以合理的分析其内在的选择性以及

合适性。由于警务战术的基本内涵知识丰富，部分战术理论

知识技术原理以及战斗技巧等技术的应用较为复杂，必须要

以基础性的警务战术教育训练的讲授法以及训练法最为主要

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为辅助性的教学方法，使得二者之

间有效结合，寻找合适的教育教学理论。必须要以合适的眼

光进行教育教学，不能一味否定传统教学法，也不能过分利

用新的教育教学方式 [5]。

3.2 选择合适的课程以及应用对象

目前的教育教学中，最主要的就是学院基本上很难掌握

基础性的战术理论知识，因为不是所有的战术课程都能够应

用案例教育教学法。对于已经具备专业知识基础的学员所开

始的基础的课程最主要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学员的专业

能力，这样才能够将自我的专业知识进一步的巩固教学。例

如：对于公安院校的战术训练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于警

务实战研究进行合理的分析，采用案例教学法对学员的警务

战术进行基础知识的提升。因此，学员在手机相关的案例时

必须要注意案例的时效性以及新颖性，使得全国公安都能够

在大量的实战教学中获取丰富的实践成果，选择尽可能新的

案例，使得教育教学的案例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并理解其中

的公安的教育执法实践成果。例如“513 北京西客站人质劫持

案”是一个适用性极强的案例新问题，其中包含的内容极多，

对于部分公共区域的战术分析等元素必须要进行有效的调整。

在此期间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认真的研究相关的内容使得学

员之间能够共同讨论，理解案例可能会引发的争议，从相关

的案例中理解和掌握相关的原理和原则，提升教师以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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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技术水平，解决课堂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对问题进

行分析和处理，使得教学水平得到提高。

3.3 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

在教育教学中，必须要积极的应用现场的实际情况将其

学校内部的学员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活跃课堂内部的生动的

热烈氛围，使得课程更加的自然轻松又平和。对此，必须要根

据实际情况在讨论时进行引导式的教育教学，积极的开展相关

的教育教学实践课程，使得学员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课堂的教育

教学中去，课上积极讨论，课后及时总结。由于案例教育教学

法已经开始对学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此，必须要要求其获取

更多的准备时间，提升学员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给予学生充

分的肯定和鼓励，将课堂表现作为核定成绩的最主要的依据，

为后续的课题讨论打分，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在

进行案例教学时必须要认真倾听不同的学员的观点，积极的做

好记录，对于认可的观点及时肯定，深度的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领悟教学背后的战术原则以及价值需求。在教育教学中积极的

营造一种可认可的氛围可以创新整体的实践机制，提升原有的

教学成果，使得案例教学法能够快速的融入于教育教学中，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主动性，使得学员能够理解警务知

识在实际生活中的有效应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中国警务战术

教育训练中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情况。为了进一步的提升整体

的教育教学的实践成果必须要针对课程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

合理分析，积极开展相关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培养专业性

的实战应用型人才。但是与此同时，还是存在着教学成果的

价值发挥缺陷问题，必须要及时的改进，从而在后续的教学

实践中有效的实现自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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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th Culture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Yansheng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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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health preservation. As f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 preservation culture, it has a long history. Generations of people have passed down to this day, which not only has an impact on 
the ancient times, but also on the psychological, physical, ideological and other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raditional 
health culture not on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but also further promotes the role of health culture in school education, making 
it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lso plays a good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
den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 health culture; qual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对提高大学生素质的作用　
黄延生　

咸阳师范学院，中国·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养生也越来越重视，而对于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来说，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人
传承至今，不仅对古时候产生了影响，更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理、身体、思想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养生文化在提高
学生素质的同时，还进一步促进了养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使得其在大学生中成为提高素质的重要手段，对于今后大
学生的健康发展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大学生素质教育　

 
1 引言

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前，人们对于生活的标准

也有所改变，对于健康也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养生也成为

现在人们更加重视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将更加关注身体与

精神相统一的健康观念，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也就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几年来，中国传统的养生方法有很多，

例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都在慢慢深入许多高校。

由此可见，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养生中的地位，从而进一

步促进养生文化在大学生教学当中的作用，让学生通过受益

之后，可以更好的传播、引导其他人对于养生的关注，同时，

也增加了学生对于养身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中国

传统养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更是我们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谈任何

其他事情。在进行养生指导实践时，中国更加注重其整体性，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等。然而，中国传

统养生与其他国家养生的不同就在于这一点，他们更加关注

的是对于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改变，比如，我们生活最常

见的头疼，在中国，通常采用的是经脉学说，通过具体按压

经脉的方法，使得脉络畅通就可以了，而在其他国家就很难

理解了，因此，这也是体现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

2 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养生文化可以分为很多，例如，我们常见的儒

家养生文化、科学养生文化、道家养生文化、武术家及民间

养生文化等，各有各的不同，丰富多样，各具特色。中国传

统养生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通过不断的摸索、研究流传

至今，其中涉及医学、现代科学技术、哲学等很多学科的文



137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30

化系统，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它的形成就是通过人们长

时间的生活总结，不断调整、不断尝试，才得到现在的各种

表现形式，深入人们的思想、行为、情感、思维等，互相联系、

互相作用，最终形成独特的中国传统养生文化 [1]。

在现代生活中，最为突出的可能就是“天人合一”和“阴

阳平衡”学说。历史上有很多养生文化的学说，但唯一流传

下来的就是这两种。天人合一就是说天、地、人合为一体，

任何事物都不能将其分离，在这种思想下孕育着中国传统养

生功法，充分体现出人体自身的运动与自然运动二者之间密

不可分的关系，要想达到养生的效果，就应该顺应自然的发

展规律，然而，中国传统养生就体现了这一点，随着四季的

不断化，采用不同的功法来锻炼，所以，“天人合一”学说

在养生方面，体现出养生离不开自然界的变化。而世间任何

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例如，在养

生方面，古时候人们用阴和阳来表示，阴代表的就是没有阳

光的那一面，是阴暗的、寒冷的、相对静止的，而阳就是和

阴对立的那一面，阳光的、明亮的、温暖的、永恒运动的。

在人体中也是一样的，要想拥有健康，就应该保持阴阳平衡，

如果打破这一规则，就会带来很多不便。

3 传统养生文化对大学生素质的提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也在不断体现

着它的价值特征以及自身存在的优势。独特的养生之道让它

一直流传至今，没有经过岁月的洗礼而退缩，并且还可以适

应社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尤其在现阶段人们对

于健康运动不断扩大的今天，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不仅体现出

它独特的魅力，同时还让更多的大学生深入其中，对于养生

的问题更加关注，让社会对其更加重视，成为人们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次，对于人们素质的提高也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让更多的人可以对养生文化进行研究。

3.1 传统养生文化对大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

以目前社会的发现来看，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的加快，

无形的生活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人们的素质水平趋于一个下

降的趋势，据统计，现在大部分人们处于亚健康状态，很多养

生方式并没有得到应用，而在老年人或其他喜欢运动人的身上

却体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他们在学校有必修的

体育课，其中就有对养生有帮助的太极拳，它的运动方式缓慢、

圆滑、轻柔、让人感到很舒服，就像人们常说“行云流水，连

绵不断”，显的很高雅并且还很自然。在长久的练习之下你会

体会到其中有很多内涵，让你的审美能力、对于事物的处理方

法也会有所不同等，在享受的同时，还可以消除疾病，获得健

康，从内而外的影响自己，这样的养生方法既简单又可以让人

放松，还能提高自身素质，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因此，传统的

养生文化对于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很有帮助 [2]。

3.2 传统养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

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受现代社会的影响，很多学生的

心理素质并不是很高，而传统的养生文化对于这一点很能会

有或多或少的帮助，因为传统养生是将人与自然构建一种相

对平等的关系。在大学生进行长时间的养生练习后，可能在

性格、心理等方面都会有深刻的感悟，对自身素质提高得到

帮助，养成一种宽广的胸怀、遇事大度、懂得谦让、不拘小节、

坚忍不拔等良好的品格，从而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互帮互助、

共同进步的心理观念，让传统的养生文化影响人们的心理，

促使学生的心理素质得以发展与提高。

3.3 传统养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思想道德方面也要不断加深，然而，目前还是存在一些不

良行为，对社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

当代大学生应起带头作用，通过中国传统养生文化来影响身

边的每一个人，让学生实现一身的价值。在学校，学生可以

通过举办一些与思想道德相关的活动，例如与传统养生有关

的讲座、主题班会、社团活动等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与社会不文明现象作斗争，对于存在不道德的行为，应尽可

能的用法律武器去制止，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因此，利用

传统养生不仅可以锻炼学生坚持不懈、勇于克服困难的优秀

品质、还能让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3.4 传统养生文化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学生的人文素质有

着很大的影响。而学生作为青年中比较优秀的一个群体，对

于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很有必要的。在学校，学生可以借助于

各种资源来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不仅仅只局限于书本。很

多传统文化也在一直影响着学生，从各方面提高学生的人文

素质。例如，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资源，充分实现养生文化在

人文素质方面的运用，从而让自己有所感悟，以此来弥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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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不足，让学生可以利用传统养生文化中的知识锻炼自己、

提升自己，深刻体会其中的内涵，让自己可以获得更多的人

文知识，人文素质得到提升，真正成为一名富有人文素养的

合格大学生 [3]。所以养生不仅是一种促进身体健康的技巧，

更是一种可以提高自身人文素质的品质。

3.5 培养大学生的终身养生观念

对于学生来说，除了培养终身学习的理念之外，还应该

让学生知道养生也非常重要。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实现终

身养生的理念对自身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培养学生终身保持

健康养生的教学理念是势在必得的，传统养生在慢慢的融入

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哪方面，都一直促使我们形成终身学

习的理念。这种养生方法不仅可以让学生缓解压力、消除烦恼，

还可以让学生形成终身养生的教育理念，更好的提升自身素

质，促使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养成终身保健的习惯，正确树

立大学生终身养生的观念，从而更好的提升自身素质。

4 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意义

对于大学生来说，传统的养生文化不仅可以让他们减缓

生活、学习上的压力，调节状态，还能让他们提高自身的审

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由此可见，传统养生文化对于学生的素

质提高有很大的作用，因此，高校应重视学生的素质提高，

在学习养生功法的同时，让学生更加懂得提升自身素质，面

对困难时的处理方法以及为人处世应注意的事项等。让养生

之道深入人心，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又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的精神状态，从而达到真正的效果。

5 结语

生活中，养生可能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而对大

学生来说，他们更加重视的是素质的提高。在中国，大学生

的素质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细小的问题，

现在很多学生都以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不是很好，遇事比

较冲动、习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等这样那样的现象。然而，

将中国传统养生文化深入其中，可能会对学生产生素质方面

的影响，避免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从而让学生素质提高产

生积极的作用。

大学生作为中国目前发展的主力军，在继承和发扬民族

精神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因此，让学生深入学习中华民族的

传统养生文化，学习其中的精华所在，对于那些不好的应舍

弃，从而使得其可以继续言传和发展下去，影响更多的人。

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扩大学生在素质方面的教育，让更多

的学生可以从中认识、了解并且关心和支持、参与其中，不

仅养生文化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大学生养生

功法的指导，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共同营造符合社会、

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教学理念，发挥中国传统养生功法的优势，

让更多的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提高自身素质，增进同学之间

的感情，让养生文化遍及整个校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时，还可以让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利用不断创新的精神，

将中华传统养生文化更好的弘扬，更好的与教育相结合，培

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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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Courses for Business English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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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chool, Ch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uzhou, Anhui, 239000, China 

Abstract
For the teaching system and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each university, the construction and investment of teaching resourc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in the role of the teaching 
system an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n the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resources con-
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urses, through the problems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of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can be strengthened.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con-
struction of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international trade course resources from five aspects of teachers, textbooks, teaching methods, 
practice bases and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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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nglish; international trade; education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opinions 

商务英语专业国际贸易类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曹秦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中国·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

对中国高校教学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来讲，教学资源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各高校来讲，教学资源建设与投入是在教
学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作用发挥过程中最主要的基础。在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当中，国际贸易类课程进行教学资源建设过程
中，通过对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质量提升，能够加强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质量以及人才培养质量。所以论文从师资、教材、
教学方法、实践基地和网络教学资源五个方面对高校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类课程资源建设提出相关建议，提升高校商务英语国
际贸易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

商务英语；国际贸易；教育资源；建设意见　

 
1 引言

对于中国商务英语专业来讲，专业要求更高，传统的单

一型人才已经渐渐不是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现如

今已经变成复合型人才以及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基于此教学

目标需要学生拥有更好的英语应用能力，同时对商务专业知

识以及国际商务相关知识内容，都具有清晰的了解和掌握。

在现如今许多高校都开展了，基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国际贸易

课程，在课程当中涉及到了许多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关知识

以及法律和进出口报关等课程内容。所以论文将对商务英语

专业当中国际贸易类课程的资源建设进行建议提出，希望能

够提高商务英语专业国际贸易类课程教学质量。

2 教学资源的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所投入的教学资源是指在实际教学

时能够被教学者利用的多种要素。主要包括了在教学过程中

能够为教学任务提供服务的人力物力以及资金和教学信息等

多项资源。对于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来讲教学资源建设是首要

工作，所以为了能够保证教学工作开展更加高效，需要对教

学资源建设工作进行加强。因此首先需要对教师队伍进行结

构优化以及教学水平提升，并提高创造创新能力，增加实践

经验。其次需要对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的改革，通

过对教学人才培养目的的深入剖析，进行优秀教材的编制。

再次，需要对现有的教学手段进行全面的改革，摆脱传统教

学手段与方法。然后主要是增加教学实践机会与建设实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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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最后则是要增强信息化教育与网络教学。

3 教学资源建设措施

3.1 师资力量队伍建设

在现如今商务英语专业所开展的国际贸易课程紧，随着

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所以在开展实际教学内容时，需要能

够紧随时代发展以及贸易变化特征进行人才培养，使毕业生

能够在工作岗位上更快更好地适应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工作。

现如今高校开展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教学，主要通过双语教

学的方式来进行，许多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的

进入到外贸企业工作的实践经验，主要以教材内容为主进行

照本宣科式的灌输式教育，而且教学内容还比较落后，没有

及时的进行更新。除此之外，教师的外语水平也非常令人堪忧，

对于国际贸易工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合同商讨以及订单编制

和售后索赔以及其他服务等专业英语，掌握程度并不是非常

好，所以在实际教学开展过程中，双语教学存在一定难度。

因此对于现如今的师资队伍，应该进行全面的优化以及整合。

首先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应该进行丰富，真正的走入到

企业当中进行了解，以此来结合教学内容开展实际教学工作。

其次则是要加强自身的外语水平，提高，加强外语强化训练

提升交流以及沟通和专业英语能力。最后则是应当紧随国际

贸易形势变化，对国际贸易相关政策变动以及理念和法律法

规变动进行了解 [1]。

3.2 教学内容优化建设

教学内容进行资源建设和改革，主要就是对现如今的教

材进行全面的翻新。因为对于国际贸易类课程来讲，教学目

标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为了能够使学生在就业之后能

够更好地适应外贸工作以及英语工作环境，所以在教材设置

过程当中，应当以今后实际工作需要为基础来进行教材内容

的编制。教材内容应当将英语专业课和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

关理论知识和法律法规相结合。

所以在教材编制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到商务英语专业

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时代性特点，在教材编制时将与国际贸易

有关的相关内容以及实施案例融合到其中，应当具有典型性

以及时效性。同时对于教材中比较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需

要通过英文句式与中文翻译相结合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使学

生能够更好的进行理解。同时教材内容还应当增加专业知识

的广度和深度，使学生能够通过对更多内容的摄取对国际贸

易有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解。

3.3 教学方法改革建设

因为对于国际贸易类课程来讲注重实用性以及实践性，

所以啊，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该将传统的教师为主体单一

授课形式进行改变，使学生与教师能够在课堂上，同样作为

教学主体来进行教学活动。因此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以及情

境教学法和互动教学法等多种，具有互动性以及生动性的教

学方式，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们的实际学习质量。

所谓的案例教学法是将生活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真实生活

场景在课堂上进行模拟，使学生与教师进行不同角色的扮演，

然后对案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学习，既体现了

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同时又增加了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

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互动教学主要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增

加师生之间的互动，使学生能够针对自己有疑问或者感兴趣的

学习内容进行实时的提问，并得到由教师进行的反馈，增加教

学过程中的实效性。情境教学法则是结合高校学生的心理特点，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进行生动具体的场景布置，使学生能够有身

临其境的感觉，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且通过在场景内的

活动以及交互，增加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 [2]。

除此之外，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还可以增加多

媒体教学法，通过多媒体进行多种模型以及实例和其他视频

音频的演示，使学生对于实际的国际贸易有关内容进行更深

刻的体会。

3.4 实践平台建设

基于国际贸易类课程的应用性特点，高校开展国际贸易

的课程建设，在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应当增加对实践平台的建

设。实践平台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现实的校企合

作的实训平台，另一种则是基于学校自身建设的实践基地。

第一种实践平台的建设，是由学校独立进行实训基地的

建设，也可以由学校与企业之间进行合作，进行实践基地的

建设。大多数高校都是自己划拨经费进行实践基地建设和管

理。主要开展形势是多媒体实验室和国际贸易有关软件构成，

通过实训对国际贸易的全流程进行真实模拟。

第二种是校企合作共同建设实践基地，由学校提供人力

资源和技术支持，企业提供实训场所。在整个培训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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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更多的对国际贸易的工作内容和流程有更好的了解。

同时企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用人需求进行人才的培养，针对

实训的具体情况对人才培养的计划进行及时的更改，这样就

是直接培养对口人才。除此之外，同类学校之间也可以进行

合作，建设高校之间的实践基地。需要注意的是，学校与学

校之间的教学水平和学生基础不同，需要高校之间进行协商

和研讨，制定合适的实训计划。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校企合作还是学校自身进行实践

平台的建设，都需要在进行实践平台建设过程中结合当下的

国际贸易形式，以及国际贸易工作需求来制定相关的实践内

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对实践平台进行利用，使学生在实践

过程中能够收获到对自身有益的知识以及技能，增强在今后

就业过程中的竞争力 [3]。

3.5 网络教学资源建设

高校内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已经大幅度提升，针对国际

贸易这类课程来讲，在是教学过程中应当加大对网络教学资

源的投入以及建设，现如今部分高校已经开展了网络教学资

源建设工作，但是在管理上并不规范，所以资源的共享力度

以及资源的更新性都不是很好。因此在高校进行教学网络资

源库建设过程中，应当增强信息化建设水平，并且对网络资

源库建设的目标进行明确，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资源管理体制

建设。

需要注意的是教学网络资源库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教学

工作以及学生提供服务，所以需要鼓励学生们进行网络教学

资源库的使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由教师进行引导，对

网络资源库进行使用，使学生能够学会对网络资源库进行利

用，并且进行自主的学习以及信息检索。而且对于教学工作

来讲，网络资源库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为了使实际教学，工作

过程中教学资源内容得到丰富，同时也是提高教学互动性的

主要措施，基于网络资源库可以增加网络互动平台，使教师

与学生能够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实时以及有效互动。降低在真

实课堂上学生提问积极性差的现象，使学生能够在课下学习

与研讨过程中疑问得到及时的解决，增加学生对网络资源库

的利用效率以及实际学习效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在论文之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希

望能够给予大家一些启发，对于商务英语专业来讲，国际贸

易类课程是商务英语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学生在今后就业

过程当中主要从事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当

增加对国际贸易类课程的重视程度。从国际贸易类课程所拥

有的实践性以及理论性特点出发，进行全新的教学资源建设

工作，增强在实践教学中的人力物力以及资金投入，增强实

践教学成果。高校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

才，所以高校应针对自身教学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

的改进，提高教学实效性以及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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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Path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llege Curriculum 
Yulan Zhao 
Oriental Colleg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gfang, Hebei, 065001,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onference: “All courses and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go in the same direction, forming a synergistic effect.” As a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cept, “Curriculum Ideology” requires college teachers to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subject cul-
ture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professional teaching. How to break the “isolated island effect”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carry out the moral education to the whole process, all-round and all staff of college class-
room teaching,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build the pattern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facing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ollege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basic connotation; path analysis 

高校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及路径分析　
赵玉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中国·河北 廊坊 065001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作为科学、
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课程思政”要求高校教师挖掘学科文化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有机融入到专业课教学中。如何打破长
期以来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将立德树人贯彻到高校课堂教学全过程、全方位、全员之中，推动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行、相得益彰，构筑育人大格局，是新时代中国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键词

高校课程思政；基本内涵；路径分析　

 1 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的

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个根本问题。

“课程思政”的提出正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探索。“课

程思政”是一种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是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规律的正确把握，是对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实施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论文对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和实践

路径进行简要分析，以保证教育教学的可持续性发展。

2 高校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

课程思政不同于传统的思政课教学，它指以构建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

2.1 全员育人

随着“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提出，国家对高等教育提

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全员育人理念开始渗透到高校各项工

作当中。高校开展全员育人工作，应该坚持育人为本，德育

为先，充分发挥学校整体效能，使全体教职员工都树立育人

意识，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渗透到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这就要求学校构建以党委领导，教学管理人员、学

生管理人员及高校其他管理人员人人参与、齐抓共管，达到

高校内部全员育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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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程育人

“凝聚力量方能共谋发展，同心同德才能成就伟业”。

我们确定一个目标，就要向着这一目标，风雨兼程，勠力同

心。从时间上来看，“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就要贯穿整个

大学时光，从低年级的基础教育到高年级的专业教育。要知

道育人从来都不是某一种课程所应担负的责任，而是全部教

育所应完成的义务 [1]。中国高校教育发展方向首先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而只有从时间上进行有效的把控，

才能保证课程思政理念的有效落实。

2.3 全方位育人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

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立德树人”高度重视，

放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就是强调立业先修身，成才先

成人，这也是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之一 [2]。新时代，我们面

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形势，国家提出了“课程思政”的新理念，

这样既给高校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教育教改的

新局面。中国共产党要紧紧抓住高校学生的主阵地，使学生

不仅在知识文化层面打好根基，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三观”，

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才可确保全方位育人的实现。

2.4 综合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各项工作注重

的是团队、集体的合作力量，当然教育事业也包括其内。一

段时期内，中国教育各学科领域强调专和深，强调清晰明确

的边界性，忽略了各门学科的渗透融合、协同发展。“课程

思政”教学理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固有思维，创新理念、

提高要求，将育人的职责落实到各学科教学当中，以思想政

治理论课为核心，其它课程协同发力的高校课程思政体系，

将各个领域的各部分、各个属性联合到一起，使之发挥综合性、

整体性的效能 [3]。

3 高校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3.1 按高校类别实施课程思政教学

高校类别，指的是高等院校的办学层次，教育性质，学

科范围等方面的区别与分类。因办学层次的高低，教育性质

和学科范围的不同，这就要求在教育教学中体现高校的办学

特色，在实施课程思政的教学时必然会有所差别。以笔者所

在的学校为例，医学类独立学院，在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时，必须要考虑到学校的办学定位，学生的就业方向，这就

要培养学生们的敬业精神、工匠精神及责任意识等德育教育 [4]。 

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因材施教，使得大学生

接受政治性过强的内容，增强其社会实践经验。在语言方式上，

利用 90 后的语言方式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讲授中，将讲

授的课程由独白变为互动交流，将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转向

体验式教育，应用新媒体的教育教学设备，提升教学成果，

完善教学体系建设 [5]。

3.2 按专业分类实施课程思政教学

在思政教育教学过程中，按照不同专业的特点，实施不

同的思政教学。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中医学、中药学、护理学、

管理学分属不同的专业，这就需要在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时，要根据每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对其进行分类指导。以

中医学专业学生为例，不仅要系统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一定的西医基本知识，具备较强

的临床思维诊断能力、创新能力等医术，还必须具有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救死扶伤等医德 [6]。这就

需要教师平衡学生的科学知识以及人文素养的发展，保证学

生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学习，陶冶学生的情操，积极

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得学生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实

际情况进行交流学习，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有机统一。

在对专业进行分类时，还必须要从宏观角度上分类，根据高

校的发展情况保证思政课程在专业中的有效渗透，实现润物

无声的传输 [7]。

3.3 按课程内容实施课程思政教学

根据课程基本原理，课程是教育教学的介质，教师和学

生是课程运作者，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课程传递、建构与内化

的活动与过程，是师生间对话、沟通、交往的活动与过程。“课

程思政”要求根据课程论的基本原理，从整体课程出发，既

考虑发挥“显性课程”的作用，又强调发挥整个“隐性课程”

的作用。以课程“正常人体解剖学”为例，教师不仅要教授

学生人体各系统的器官组成、位置和重要的形态结构这些显

性知识，同时还必须让学生懂得对生命的尊重、对大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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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总而言之，探索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路径，需要突破传统

课程教学的限制，既要有“全员”的参与，还要有“全程”

的持续发展和“全方位”的协调配合，在各学科知识融合下，

实现协同共进。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课程中，

要充分挖掘各学科所涵盖的思政教育资源，完善课程思政建

设，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参考。只有课程思政与思想政治教

育有效融合，同向同行，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其教书育人的作用，

推动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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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Prospectu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chool System 
Yaokun Chen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How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the modern school system is better reflected in the school charter is a problem that the school is very con-
cerned about,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achieve. At present, how to better reflect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the school charter, 
achieve the requirements of multiple interests, deal with several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s in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school charter system and policy norms have become top prioritie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chool constitu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system, and hopes to give you some inspiration. 
　
Keywords
prospectus; system; innovation 

学校章程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的意义　
陈耀坤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北京 100101　

摘　要

现代学校制度的创新精神如何在学校章程中进行更好的体现，属于学校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非常难以实现。目前，如
何更好的在学校章程中体现内部治理结构、达成多方利益的要求、对组织系统当中若干条相互矛盾的关系进行处理、学校章
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以及政策规范已经成为了重中之重。本篇论文主要对学校章程在学校制度建设当中的意义进行介绍，希望
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关键词

章程；制度；创新　

 
1 引言

现代学校制度指的是在新型的政校关系以及科学治理模

式的基础之上，以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更好的治理，指导，协调以及规范学校及相应的活动，最终

不断的促进社会的发展。在特定的内容结构方面，现代学校

系统包含：学校具体的章程，学校的组织制度以及学校各种

各样的教职员工系统等。在这样的框架下，学校章程的构成

在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当中属于非常重要以及关键的内容。

2 建立依据

作为现代学校制度当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建设过

程不仅是一个文本的制定过程，而且还属于科学研究的一个

过程，这属于科学以及有效性之间相互结合的一个过程。学

校章程的建立必须要做到遵循科学规范，不仅要寻求一些理

论上的支持，而且还要多加注意相应的政策规范。

首先，在现代学校制度当中，内部规章制度具备相对比

较独立的框架结构以及内容体系，对于规范组织成员职能上

面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以及继承性。作为“母法”，学校章

程在内部规章制度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他得一些制

度是需要在下位层次以及上位层次的结合之上才可以更好的

确立。但是，纵观学校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都

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学校的组织成员经常使用此制度来规范

以及限制自身的行为，而学校规章制度相对来讲比较落后。

通过这种现象可以得知，学校规章制度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

的规章制度之间得关系相互依存。只有这样，学校的章程以

及其他的一些制度才可以保持一致性。学校章程的理论基础

还在此，学校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不仅仅属于学校章程当中

的主要内容，而且也属于学校教育特色当中的重要体现。每



146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33

所学校建立的治理体系模型以及规章制度的内容体系，不仅

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未来，而且在改革以及探索当中更好的体

现了学校办学以及内部治理的鲜明个性。学校一直处于不断

的探索以及实践中，在这个过程中充分把办学特点凝聚起来，

然后以“法律”的形式对章程进行解释以及界定，这样不仅

可以实现学校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且还可以对之

前的僵硬化目标进行打破 [1]。

其次，按照法理规则，学校章程具备“自治法”的性质，

属于国家法律制度的一种框架。以上都是上位法的依据以及

标准，与上位法始终保持一致，不仅可以体现学校章程的相

关法律权威，而且对于学校章程法律效力提高具备非常重要

的意义。始终要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内容以及程序上面对

于学校章程的权威性作用进行发挥，学校章程必须要保障和

上等法具备一致性，这样，才可以在学校内部以及外部建立

自身的权威。除此之外，可以按照相关政策法规对学校章程

进行制定，在制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符合中国教育管理体制

的基本特点。教育政策以及法规属于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学校

实施宏观管理的一种主要手段与方法。因此，在国家政策的

基础上对学校章程进行制定是学校的基本法则，也是更好的

对学校宏观管理实现的有力保证。

比较健全的监督以及审查机制可以更好的把政策在学校

章程当中进行体现。为了更好的保障学校章程在制定的过程

当中可以反映政策的具体要求以及基本精神，保障其内容以

及程序具备一致性，需要建立比较严格的监督机制。章程草

案已经在学校当中进行起草，但是仍然需要多方相互的讨论，

审议以及批准，程序之间的有效限制以及监督可以非常有效

的减少章程以及宪法之间的相应冲突。在政府层，学校章程

的批准程序需要由国家或者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完成，

这样可以保障政府具备比较大的决策权以及监督权。

3 学校章程制定的意义

在现代学校活动当中具备非常大的公益性，这样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它必须不可避免地与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

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国家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以及渠

道来对教育活动进行监督以及管理。在这个过程中要对学校

进行一些宏观管理以及微观的干预。章程属于学校当中的一

种自治规范，主要对于学校生产经营当中出现的一些内部问

题进行解决。

3.1 承载着追求的目标

学校章程属于学校目标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模式的一种系

统设计，这主要是学校为了对于未来行为更好的实施计划而

制定的一种方案。它可以显示学校的办学理念以及学校的主

要目标。由于学校本身的办学理念以及价值目标可以对相应

的教育行为以及管理行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形成学

校章程的一种真正原因，它可以比较直接的对教育思想以及

行为产生影响 [2]。

3.2 可以反映学校的个性

在实施教育法的一些意见当中，原国家教委指出，各类

学校以及其他的各级教育机构在原则上应该做到一校一章程

的管理，并且强调都每所学校在章程中都需要充分的体现学

校办学当中的个性，要纵观学校的实际状况以及特点，最终

选择以及确定有助于学校运行的策略。要走出一条具备自身

特色的发展之路，如果对于学校的现状以及特点不是很清楚，

就没有办法对于学校的现实以及未来进行畅想，想要设计以

及确定学校未来的发展蓝图以及管理的整体思路更是难上

加难。

3.3 促进依法治校

想要建设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就需要彻底的贯彻

依法治国的方针，教育体制必须要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去制

定，依法治国同样也要必须依法治校。为了更好的实现各项

任务的合法化以及规范化，保障师生可以参与到学校事务的

管理当中，一定要把各项学校工作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依

法治校不仅仅只是一个参考性的问题，更属于学校管理方式

的一种重大变革。想要依法治校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遵守法律，

这里所指的法律不仅指得是教育法律法规以及教育行政法规，

还包含学校的法规以及学校其他的一些法规。只有在比较正

确的道路上进行开展工作，后续才不会由于学校领导者注意

力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并且保障制度的民主化以及常规化是

非常有必要的。坚持以及贯彻依法治校，必须保障有规章制

度可依。建立权威性法规以及学校规章制度可以保障学校真

正的实现依法治校 [3]。

3.4 更好的实施学校自治

学校章程的制定可以保障学校成为独立的法人，这样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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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利于实现学校的自治。在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

以及学校权利之间的界限不是非常的明确。学校的主管部门

有权力管理甚至可以对学校所有的工作进行安排。学校不可

以拒绝，也不能够拒绝，但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

府必须对自身的职能进行改变，将政校进行分开。这样以来

就把之前的很多细节管理逐渐的变成了在教育法规以及学校

法规基础上的管理以及调控。规范以及监督公立学校的发起

人与学校必须对“政策代表法，权力代表法和管理者对政府

和学校的主观和专断分离”等进行克服。做到管制的放松以

及权力的下放，但是如果想要教育管理部门放松管制以及权

力下放，那么就需要学校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如果没有建立

自我约束的机制，很可能会出现权利滥用以及滋生腐败的现

象发生，为了更好的应对这个问题，《教育法》应用而生。

在这里面确定了章程的具体法律地位，这属于办学当中最基

本的条件。学校是否按照章程进行办事是政府以及监督管理

的一项比较基本的依据，当然也属于制定学校规章制度以及

依法对学校进行管理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章程，就没有办

法更好的阐明以及规定学校的一些主要的基本问题，工作当

中就会存在非常多的随机性，这样以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实

现学校的自主权。

4 章程的建立

通过对于章程的建立能够对其有所改善，在论文之中主

要从修订以及完善的过程以及不断的进行评估两个过程来对

其进行完善。

4.1 修订以及完善的过程

学校章程是非常重要的，属于一种系统设计，可以对目

标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模式进行反映。同时也属于学校未来行

为计划的一种重要的实施计划，制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学校

思维过程的改变以及改善，但是任何一种持久不变的章程都

没办法保障学校一直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想要保障章程

具备时代气息，就需要领导团队之间做到协同合作，当然也

取决于下一届领导团队之间的接力。学校的独创性以及管理

水平需要很多的领导小组以及几代师生之间的共同努力，这

样才可以逐步的对学校发展过程当中的各个阶段进行改善。

学校章程在制定以及完善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以及

实践，一定要按照学校的实际办学思路，及时的巩固以及丰

富办学的具体经验，使其变得更加完善 [4]。

4.2 不断的进行评估

在实施教育法的一些意见当中，前国家教育委员会指出，

在进行实施《教育法》之前那些依法成立的学校以及其他的

教育机构，应该逐步的制定以及完善相应的学校章程，并报

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批准。只有通过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之后，学校章程才具备具体的法律地位。在批准的过程当中

需要对学校章程进行相关的评估，这属于批准过程当中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教育行政评估是对教育管理质量以及效率进

行评判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代表的是政府，依据的

是教育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保障行

政评估可以合法的进行。

5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在论文之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想

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最紧迫的一个任务就是尽快的制定以

及完善学校章程。要始终清楚学校的主要问题以及基本问题，

只有这样才可以为自主创学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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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中国，强化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但受网络空间
治理无序化、网络信息壁垒的弱化、网络舆论效应的恶化等因素影响，中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这些
挑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强化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第一，增强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空间治理的规则体系；第二，
加强政府监管，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第三，提升网络技术，强化对数据的监管能力。　
　
关键词

意识形态；领导权；网络技术　
　
基金项目

论文为 2019 年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课题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1 引言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执政党维护政治合法性，提升执政权

威的重要手段，是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最为核心和重要的目标。

根据 CNNIC 发布的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54 亿”[1]。中

国具有庞大的网民群体，互联网成为不同价值观、意识形态

的集中表达地，同时也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

的新阵地，网络已然成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各种

不法分子和境外敌对势力借助网络向中国传播非主流文化、

价值观，达到意识形态渗透和扩张的目的，使国家的意识形

态调控和导向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成

为新时期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中国网络

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2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何谓意识形态领导权？意大利政治家葛兰西认为，意识

形态领导权指的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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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强调产生认同力的非强制性，即

社会成员自愿选择该意识形态，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受该意识形态的引导、指引”[2]。意识形态

领导权具有竞争性和非强制性，具有让公众获得普遍、自觉

服从的效果的能力，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核心地位。

对于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涵，学者刘波亚认为：“网络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主导意识形态为获得大多数网民的自愿

认可和赞同，与其他意识形态自由竞争通过各种非强制影响

力，最终取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3]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

权处于网络场域之中，一方面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在网络空

间中的延伸，网络生活意识形态是现实生活意识形态在网络

空间中的反映；另一方面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风险性

更高，易产生价值引领、制度规制的困难。鉴于此，我们认为，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在网民个体与现实个体相互渗透、

融合的背景下，借助信息化、符号化中介系统形成的，在线

上社会和线下社会网民普遍、自觉认同执政党的权威，具有

支配性、非强制性特征。

3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主要

挑战

3.1 网络空间治理无序化的挑战

第一，网络立法缺陷。一方面，网络法律法规内容规制

的空白。信息是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传播的载体，当前中国

网络立法侧重对网络违法信息的限制，但是缺乏对网络违法

信息内容判定标准的明确，导致立法模糊问题突出，造成法

律适用问题、致使执法不严或者执法过度的情况，激化政府

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另外，网络法律法规对自媒体平台、网

络短视频等平台的规制仍然不足。新媒体赋予网民实时传播

的权利，相对于传统媒体通常更具活力、创造力和批判精神，

易成为舆论的发源地和集结地，若未得到有效规制，势必成

为负面信息传播和舆论发酵的平台，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

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网络法律法规缺乏适应性。当下网

络法律法规的制定无法跟上技术快速发展的步伐，尤其在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播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处于明显

的滞后状态。在重大风险信息问题上网络服务商责任承担的

范围边界和基本原则，以及个人信息权利的法律保护等方面

都缺乏法律的适应性规定。第二，网络立法的失衡，集中表

现为网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失衡。为了适应政府网络管理的

需要，中国网络立法不断增强对网络违法信息的规制，同时

各级政府加快建立网络信息审查、违法内容过滤机制建设。

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法治完善有效减少了网络违法行为、遏制

了网络舆论泛滥等现象的产生，但是网络法治建设倾斜于政

府权力的扩张而缺少对网民权利的保护，致使网民的表达权、

知情权等个人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一方面政府强制性、单向

度实施的网络治理行为不利于网民和政府的沟通，弥合政府

与公众之间的裂缝。另一方面当网民正当的权利、利益表达

受阻之时，往往激化公众与政府的矛盾，网民以偏激的方式

来表达个体权利和利益诉求，无益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

3.2 网络信息壁垒弱化的挑战

第一，网络信息传播的自由化加速负面信息的传播。人

们不仅可以跨越地域、阶层等障碍在网络空间平等、自由对

话，还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进行信息的筛选、加工、传播。然而，

网络信息仍然无法摆脱人的主观意志操纵，互联网成为个别

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府或利益集团进行意识形态传输的工具。

以美国为首的信息强国，对全球网络信息实施操纵，倾销鼓

吹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价值观，

传播中国“妖魔化”的负面言论，煽动网民对国家和政府的

不满情绪。自由的网络言论传播背后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基于

特殊政治目的的网络传播行为，长此以往，网民逐渐对信息

强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产生认同，而本

国的意识形态逐渐被西方敌对势力同化，主流意识形态的领

导力逐渐弱化。第二，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加大政府网络信

息的监管难度。网络信息传播载体的丰富，平台的多样化实

现了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为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提

升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发展契机，但机遇与挑战并存，网络信

息传播的开放性使政府网络信息监管面临困难。网络信息监

管主体不仅指的是政府，而且官方主流媒体因其影响力和传

播力也发挥了网络场域中的信息筛选、传播的作用。一方面

中国网络监管呈现主体多元、分而治之的局面，各部门之间

职责边界不清晰，造成网络监管空白或冲突。另一方面隶属

于政府的官方主流媒体对网络信息的监管能力受到新媒体平

台的冲击。新媒体平台的崛起模糊了传统媒介环境下新闻发

布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清晰界限，改变了过去由传统主

流媒体控制的舆情环境，给主流媒体的信息监管和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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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对传统媒介环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

领导权造成了冲击。

3.3 网络舆论效应恶化的挑战

第一，网络舆论具有批判性。草根阶层因相对剥夺感以

及在现实社会中长期受到压迫而产生的焦虑、愤恨，急于摆

脱精英主义桎梏等情绪的影响，网络表达往往具有反权威、

反主流的特征。网络非理性、批判性表达极易形成网络负面

舆论场。其他网民在趋同心理的作用下易转而跟随舆论场中

的主导意见，产生“群体极化”效应，导致网络空间意识形

态的变异。“各种意识形态在变异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病毒’，

这种‘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和感染性，使得各种价值不

但难以共存，而且势同水火。不但没有使各种意识形态信仰

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反而都向信仰极化方向发展。”[4] 网

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立和提升应当基于对各类意识形态包

容性的基础上，反向极化发展将对已经建立的意识形态领导

权产生巨大的冲击。第二，网络舆论具有操纵性。自下而上

的舆论操纵借助互联网成为可能，普通网民可以在网络空间

中表达自己对政治事件的看法，影响政治事件的发展，甚至

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网民的舆

论操纵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促进网民参政议政、实现公民表

达权与参与权，又可能被个别政治势力操纵，成为破坏中国

意识形态安全的消极因素。个别西方国家利用网络热点事件，

雇佣大批网络水军在网络进行情绪煽动、不实报道，散布危

害党和国家形象的负面信息和错误观点，误导舆论，在短时

间内形成“群体压力”。群体压力即“群体对其成员的一种

影响力，群体压力能够改变网民的个体观点和意见，还能形

成不同程度的群体感染，施行一种网络操纵”[5]。普通网民在“群

体压力”作用下，情感极易受到相互影响、感染，进而对政

治事件产生错误、偏激的看法，质疑政府的公共决策，甚至

极有可能在舆论操纵下产生极端行为，干扰政府的正常运行，

这势必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威胁。

4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现实路径

4.1 增强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空间治理的规则体系

第一，完善网络立法，将网络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加

快出台网络违法信息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制定具有针对性的

法律规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限制网络违法信息传播。

关注技术性网络安全法律规范。提高法律制定的前瞻性，重

点关注大数据、算法等人工智能传播领域下的法律规范，增

强网络服务商对国家重大信息安全风险预警、防控以及对个

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责任，明确信息主体的法律权利以及救

济方式。细化、专门化关于自媒体、网络短视频等新媒体发

展方面的网络立法，以进一步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加强对新

媒体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制度性建设，提高对具有特殊政

治目的的传播行为的政治警惕。第二，以网民权利与政府权

力平衡为立法目标。完善法律法规，维护网民合法权利，实

现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法治平衡。保障网民在法律范

围内正当发声的权利。从保障网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的角度增

强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防止出现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非

法利用情形。完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维护网民接

收信息和了解实情的权利，增强网络监督权，增进政府与公

众之间的沟通，增强网民对政府的信任、认同感，促进社会

共识的达成，进而增强公众对党的领导的自觉认同，巩固党

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4.2 加强政府监管，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第一，发挥政府网络治理的主导作用，完善网络监管体

制机制。其一，加强政府职能定位，明晰治理责任，完善政

府信息监管的机制，提升治理效果。制定中央、地方政府职

能部门的责任清单，明晰治理责任，中央加强整体战略性指导，

同时下放一定权力到地方政府，使之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

定网络治理政策，提高网络监管政策的适用性，同时搭建各

层级、部分主体的信息交流、风险预警、监控机制，加强联

动监管，提升治理效果。其二，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对于社

会组织自发形成的网络治理行为，政府不应该越界、强制性

干涉，而应当提供政策支持，推动非政府组织、社区、互联

网行业组织的网络治理行为的实施，探索针对性强、可行性

高的处置措施，同时积极搭建网民诉求表达机制，加强政府

与网民沟通交流，有助于缓解公众非理性情绪，促进政府与

公众达成共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力。 第二，. 探索政府

部门与媒体行动者、行业组织的多元共治。政府部门借助政

策手段，增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支持企业进行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运用，推进媒体融合，规范和监督媒

体、网络服务商的行为，最小化网络信息技术对网络意识形

态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彰显主流媒体的新闻

传播和舆论引导功能。主流媒体运用强大的公信力与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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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优势，增强传播力和影响力，建立沟通交流机制，弥合官

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之间的裂缝，发挥“议程设置”功能，

积极引导舆论。加强互联网行业组织的自律意识和能力。政

府应转变过去“一手包揽”的理念，扩充行业自律空间，增

强网络服务商等企业的自律意识，促进其建立自律规范，为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营造健康的环境。

4.3 提升网络技术，强化对数据的监管能力

提高大数据在网络舆情监测领域的应用能力，加强对算

法等最新技术的研究，提升对关键数据信息的监管能力，增

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防御能力。 第一，发挥大数据在舆情

监控方面的能力，预防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基于当前非

结构化数据占比量的显著增加，中国目前掌握的简单文本和

同构媒体聚类技术难以实现敏感话题的识别与追踪。在大数

据基础上，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智能理论和技术实现精准识别，

以有效监控网络舆论走势。“通过建立节点关联存储模型，

分析和记录话题传播路径，对话题演变根据特征智能匹配技

术，进行实时追踪，追溯并发现话题源头和演化脉络，跟踪

舆情热点传播过程。”[6] 大数据具备精准定位、动态追踪以

及风险预测等功能，通过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相关舆论事件

的有效监测，动态观测热点事件的舆论走向，科学定位意识

形态安全风险源，及时进行风险追踪，进而洞察、预防网络

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第二，加强对算法前沿信息技术的研究，

增强技术防范、风险化解能力。增强技术防范能力，以确保

对计算宣传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等方面带来的意识形态风

险有防范的先手。增强对计算宣传实施的技术载体如社交机

器人的行动轨迹的跟踪能力，对泛政治化网络信息传播的监

控能力，及时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另外，媒体紧跟技术

发展前沿，抢占传播阵地。通过加快算法新闻的发展，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生产要素和内容体系上的深度融合，

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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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Wei Lian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of Weihai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Weihai, Shandong, 26420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reform,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experiment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cientific core literacy. Experiments are the main content of science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eriment teaching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science in elementary 
schools and help pupils develop good scientific literacy.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exper-
iment teaching.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oblems makes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experiment teaching difficult to play a substantive 
rol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experiment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xperimental teaching; effectiveness 

漫谈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有效性提升措施　
连玮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中国·山东 威海 264205　

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提高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有效性对于小学生科学核心素养的培养十分重要。实验是小学科学教学中的
主要内容，提高实验教学的有效性可以极大提高小学科学的教学水平，帮助小学生培养良好的科学素养。在当前的小学科学
实验教学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流于形式，难以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论文主要针对小
学科学实验教学有效性的提高来进行提升措施的探讨。　
　
关键词

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有效性　

 
1 引言

小学科学的学习不能局限于理论教学，需要通过实验来

帮助学生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有效提高小学生的科

学素养。实验教学是小学科学教学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学

生科学素养的有效方式。为了充分发挥实验教学环节的积极

作用，必须重视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环节中出现的问题，从而

积极进行问题的改进。从老师、学生等不同角度进行教学有

效性提高的策略分析，真正做到科学授课。

2 提高课堂管理的有效性

课堂管理作为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必须

要重视课堂管理。课堂管理不仅仅是课堂纪律的管理，而是

涵盖多方面的管理内容，包括场地管理、时间管理、学生组

织等涉及到课堂效果的各个要素。通过有效的课堂管理，可

以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融入到实验过程中，

从而有所收获。虽然老师在课堂管理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不能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要学会让学生自觉维护课堂

秩序，尊重课堂规则，进而保证实验教学的有效开展。

老师在进行课堂管理时，常常处于一种非常忙碌的状态。

在进行实验时，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老师需要不断地进行

实验规则等纪律的强调。一旦学生的行为出现问题，老师就

会直接进行管教，从而反反复复，让自己一直处于一种忙碌

的工作状态，难以专心于实验教学。其实，这种直接就问题

进行管理的教学方式对于提高课堂管理的效果并不显著。对

于优秀的老师来说，其往往会教会学生懂得实验规则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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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自觉遵守课堂纪律并自觉维护课堂纪律，从而形成良

好的课堂管理模式。不仅可以减轻老师的教学压力，还能够

有效提高课堂的管理水平。所以说，对于老师来说，若想要

保证课堂管理的有效性，就必须教学学生如何遵守课堂秩序。

具体来说，第一，帮助学生明确课堂纪律；第二，用既定的

课堂程序来进行课堂管理；第三，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1]。

3 充分发挥小组合作的作用

小组合作是当前教学的有效手段之一，对于提高教学的

有效性有着积极影响。小组合作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采用小组合

作的形式，学生之间的思维的碰撞会更加精彩，小学生在平

等交流的环境下更容易主动进行学习。第二，符合小学科学

教学的内容，在小学科学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到自然现象以

及规律的学习，而这些内容比较适合小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

方式进行谈论和探索，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感受到科学学

习的趣味性。第三，有利于发散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科学学习离不开观察、实验、搜集资料等多种

学习方式，但靠一个学生的力量难以进行问题的解决，而这

种小组合作的方式可以发挥多人的力量，从而实现问题的解

决。每一个小组成员在问题解决过程中都能够承担一定的任

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分享大家的成果，从而实现思维的发散。

第四，有利于取长补短，实现共同进步。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强，可以帮助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进

行学习方法的改进，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合作精神，增强班

集体的凝聚力。

在进行小组合作时，为了保证小组合作的效果。首先，

要合理划分小组，老师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小组的实力，组内

既有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也要包含学习能力弱的学生。其次，

要合理选择合作的内容，难度适宜，从而推进小组合作的进程。

例如，在进行“热气球”一课讲解时，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

方式来帮助学生对饮用水瓶进行判断 [2]。

4 注重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在进行科学教学中，需要注重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探究是科学学习的核心，在探究过程中，不能忽视各个感觉

器官的综合调用。学生不仅要动手、动嘴和动笔，更要动脑子，

也就是思维要发散，要动起来，从而实现知识的建构。在科

学学习中，不能进行死记硬背，实验的规律和现象不是让学

生背出来的，而是在实验过程中用脑子思考出来的，也就是

科学思维能力的体现。

为了帮助学生进行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老师也需要明

确自己的教学目标，不能停留在应试教育的思维局限中，而

是要着眼于素质教育。首先，要做好教学目标的制定，基于

教学目标来进行课程内容的设计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其次，

要尊重学生，了解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和经验，从而实现教

学贴近学生，自然也会赢得学生的认可。科学思维能力的培

养不是一蹴而就的，看起来相对比较抽象，但是需要贯彻落

实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去。例如，在进行“钟摆”一课学习时，

老师不仅要让学生动手进行钟摆的制作，让学生进行独立实

验，还要帮助学生意识到钟摆在摆动时的差异性，从而出发

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通过自己

的思考解决问题 [3]。

5 设计有效的学习情境实现情境化教学

通过设计有效的学习情境，实现情境化教学。通过情境

化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层层推进，更好地融入到科学学习中来。

情境化教学也对老师提出了不小的挑战，需要老师进行多样

信息的搜集和观点的整合，从而实现情境教学的有效性。在

进行情境设计时，可以贴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从而引起共鸣。

例如，在学习声音产生的内容时，老师可以通过一个生活中

大家都熟悉的例如来进行切入。以琴弦波动出声为切入点，

让学生思考声音是如何产生的。之后，将发声的音叉放入水中。

当学生看到溅起的水花，自然也就明白了声音是由振动产生

的。当之后再想到这一知识内容，就会与这个水花溅起的情

境相联系，从而加深对于该知识点的理解 [4]。

6 积极开展和参与课外科技活动

对于小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来说，其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老师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来引导学生进行课外科学活

动的参与，帮助学生在课外科技活动中有所学习、有所探讨、

有所创造。课外科技活动是小学科学教学的一个重要延伸，

可以说是小学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单单依靠课堂时间

来进行实验教学是不足的，因此，要培养学生对于实验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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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让其在课外主动参与到科技活动中，帮助学生提高自身

的科学素养 [5]。

一方面，学校可以积极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实现课堂内

容课外的延伸。同时，在延伸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学生的

兴趣爱好，不能过度压榨学生的时间。另一方面，要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课外科技活动，提高学生参与的主动性。

7 结语

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对于小学生科学素养的

培养有着积极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老师

的积极性，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同时，也可以借助现

代信息技术进行实验教学过程的优化，从而满足科学实验教

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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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Based on Core Literacy 
Shasha Zhang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of Weihai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Weihai, Shandong, 264205,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 in order to really improve the students’ Chinese core literacy, teachers mus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ctively change the teaching concep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stu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strengthen the basic training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so that students gradually master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learning.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re literac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is. 
　
Keywords
core literacy;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strategies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与实践　
张莎莎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中国·山东 威海 264205　

摘　要

纵观小学语文的教学实际，要想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教师必须要顺应时代的要求，积极转变教学观念，重视学生
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培养，加强听说读写技能的基础性训练，让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掌握听说读写技巧。因此，多元化教学模
式的构建是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论文对此进行了全面化的分析。　
　
关键词

核心素养；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教学策略　

 

1 引言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分为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四者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是促进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提升的核心力量。目前，

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不一，甚至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况，

除了每个人的用心程度之外，是否掌握了科学的语文学习方

法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从语文听、说、读、写四个方

面来看，科学的语文教学方法有哪些呢？教师又该如何把握

好听、说、读、写四种教学内容呢？下面笔者将进行详细的

分析论证。

2 小学语文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意义分析

2.1 可以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

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听说读写一直以来都是

基础性的学习过程，对于小学生而言，学生无论是在学识上

还是写作的表达上，都是存在很大的知识缺陷，学生由于阅

读较少，在写作时往往不知从何写起或者是完全不知道要写

什么，即使是写了也完全是十分的混乱，既没有真情实感，

也没有实际的依据。面对这样的情况，小学教师积极构建多

元化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通过听说读写训练掌握大量的语

言表达知识，学生一旦有了知识储备，语文学习能力自然能

有所提升。

2.2 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小学语文的教学核心，不是让学生学习多少的知识，而

是让学生逐渐的在学习过程中更重要的能力和技巧。小学生

受到年龄的限制，对于一些事物或者事件的认知往往都是局

限在表现，很难挖掘更深层的内涵，再加上教师教学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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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使得学生对于文章的审美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实行

听说读写全面培养策略，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语

文的魅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掌握

一定的语言表达技巧，进而促进学生对语文学习的自信心。

3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应

用策略分析

3.1 基础和前提

学好语文，必要的听说读写等核心语文能力是不可或缺

的。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教师仍需要以“听、说、读、写”

四大点为最基础、最核心的教学内容。坚持多感官学习、多

样化学习和实践性学习，真正为学生营造和谐、有趣、高效、

多样化的学习环境，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人本教学”理念已经成为了

当下最为重要的教学理念之一。旨在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

识和能力，培养其主人翁学习精神。语文教学中，重点是让

学生学会理解汉语言文化知识，所以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展开

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才是最为重要的。

3.2 方法和策略

3.2.1 听——善于倾听，学习知识和经验

能听懂、领会别人所说的话，这是我们学习语文的基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语言文化更是奇妙无穷。善听，不仅是

为了更好的交流，还能在别人的言谈中学习知识和经验。对

同学们来说，语文学习的目的固然是为了考试，但如果能将

“听”融入语文学习当中，那必然会对自身的语文学习大有

助益。目前，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刻意锻炼自己的听力，认

为听力是英语学习的专属，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语

文学习更需要听，而且要听出其中的隐含信息，并将这些信

息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所以，听什么？如何听？是目

前教师引导学生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 [1]。

比如在教师《狼牙山五壮士》一文时，教师应当让同学

们应当听什么呢？首先是听朗读之声，可以在倾听 FM、喜马

拉雅听等软件中认真倾听，由声悟情，更好的理解文章内容。

其次是听老师的深入分析，把文章的关键词、修辞手法、情

感表达等理解清楚，便于自学自究。最后是引导学生听其他

同学的学习经验，比如文章的学习过程、学习方法等等，所

谓取长补短，就是可以借助其他同学的优良经验完善学生的

学习过程。

3.2.2 说——善于沟通，交流知识和经验

听是吸收别人的知识和经验，而说就是表达自己的知识

和经验。萧伯纳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

换一下，我们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你有一种思想，我有

一种思想，彼此交换，我们就都有了两种思想，甚至更多。”

说的就是“说”的重要性。目前，许多同学不会交流或不愿

交流，这一点在学困生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认为自己学习

不好，跟别人说不到一块去。其实自己越学不好，就越要多说，

只有把自己的问题表述出来，别人才能给自己解答。

比如在教学《只有一个地球》一文时，但从题目入手教

师就可以设置问题，比如“只有一个地球的含义是什么？”“为

什么作者要以只有一个地球为题目？”等等。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需要培养同学们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习品质，有疑

问就提出来，能解答就乐意帮别人解答，只有在这种合作氛

围中，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才更加积极有效 [2]。

3.2.3 读——精泛并行，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阅读理解是小学语文中仅次于作文的重点题型，学会阅

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同学们语言理解能力的提升，

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写作奠定良好基础。小学生正处在打基础

阶段，阅读必须要更细更系统，即采用“精泛并行”的方式，

精读即深刻分析文章的语言结构、写作方式、思想主旨，泛

读即了解故事情节，过滤无用信息，提高阅读成效。

比如在教学《只有一个地球》一文时，作者认为地球资

源是有限的，人类需要爱护地球，保护环境，对于这种观点

的理解和分析就需要同学们进行精读，通过逐句分析找到作

者的主要观点。而泛读为精读服务，同学们通过泛读了解文

章主要讲了什么，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何为自然保护、“人

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从而为文章精读奠定基础。

3.2.4 写——广泛涉猎，积累经验和技巧

作文无疑是小学语文中最重要的考试题型。作文写得好

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的小学语文成绩高不高。对

于写作，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广泛涉猎，才能逐步

积累经验和技巧，从而慢慢提升写作能力，并且，小学生不

需要涉猎很多的课外读物，教材内容已然足够，所以教师需

要立足教材内容让学生们分析具体的写作方法，积累写作经

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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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学习叙事文的写作方法时，同学们就要多找一些

叙事文来读，比如人教版语文教材中的《猎人海力布》《牛

郎织女（一）》《牛郎织女（二）》都是非常典型的叙事文，

读的时候把文章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提取出来，想一想叙事

文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应该怎么写。同时，写的过程其实就

是同学们思考的过程，大家必须要养成“读写一体，思写结合”

的作文练习方式，将读、写、思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写

出的文章才有理有据、有血有肉。

4 结语

综上所述，听、说、读、写都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内

容，对提高每一名小学生的小学语文成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鉴于每一名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并不相同，采取听、说、

读、写多管齐下的学习方式最能保证学习效率和质量。对此，

教师要引导学生们抱持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摒弃不正确

的学习思想，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共同发力，从而提

升自己的小学语文成绩。以上的分析论证虽然只是笔者的个

人建议，但是仍然希望能够为各位考生提供有效的教学帮助。

新课标下，小学语文仍为素质教育的基础性学科，希望广大

教师能够本着为学生负责的态度，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努力探究更多更好的语文教学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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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ing system, mathematics is the most basic subjec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Primary school mathe-
matics teaching and calculation teaching are closely link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alculation based on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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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小学教学体系中，数学是最基本的学科，也是最重要的学科。小学数学教学与计算教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核心素养下
的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核心素养；小学数学；计算教学　

 
1 引言

计算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保证

数学教学质量，就必须要对计算教学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强培

养学生的计算能力。而核心素养是一种全新的教学观念，可以

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综合能力，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如何将核心素养应用到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对传统教学方法

进行创新，是现阶段每一位小学数学教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2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的重要性

在核心素养下，小学数学计算教学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首先，可以帮助学生打好数学知识的学习基础，让学生

在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高效的学习更加深奥的数学知识。其

次，可以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学生自主发现

问题、自主探索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学

生的计算能力，帮助学生掌握计算规律，使之转化为自己的

实践能力。最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对于人才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通过数学计算教学提升学生的计算能力，

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进而帮助其更好的适应社会，成

为社会各行各业需要的综合性人才 [1]。

3 现阶段小学数学计算教学常见问题

3.1 缺乏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小学数学教师在对学生实施

计算训练的时候，主要以教师讲、学生跟着解题的方式为主，

并没有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没有激发出学生对于数学计

算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效率并不理想。另外，绝大多数的

小学数学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依然以学生的数学

考试成绩为主要参考。殊不知，这样的评价模式不仅不利于

学生数学计算学习信心的建立，还不利于学生计算能力以及

计算思维的培养与提升 [2]。

3.2 没有重视起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计算教学一直贯穿于小学数学教学的整个过程。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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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计算能力，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将之转化为自己的实践能

力，应用到实际数学问题的解决当中。但是传统的数学计算

教学中，教师主要是在教室内展开教学活动，主要进行重点

知识的讲解，课堂教学氛围非常枯燥、呆板，不仅没有激发

出学生的数学计算学习兴趣，还无法让学生彻底的掌握数学

计算知识，将所学数学知识点融会贯通。

4 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计算教学策略

4.1 对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进行创新

在核心素养下，为了提升数学计算教学质量，教师必须

要对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进行创新，突出学生的课堂

主体地位，激发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然后让学生在充足的

时间和空间内进行数学计算知识的探索与研究。只有这样，

才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提升数学计算教学

效率。另外，传统的教学方法只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并没

有重视起学生的课堂表现。要想提高数学计算教学质量，还

必须要对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将更多生动有趣的、

与时俱进的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活动中，提升教学课堂的趣

味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培养学生

的数学计算能力。另外，教师还可以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提前在网上搜集一些与数学计算教学有关的题目，通过这些

网络题目来拓展学生的数学知识范围 [3]。

例如，针对“100 以内的加法与减法”教学，教师就要

创新传统的教学理念，先给出一个数学题目，让学生在阅读

完题目之后进行自主思考，并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已学数学计

算方法进行这一问题的解决，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之后，

教师还可以在网上搜集一些适合学生的数学计算题目，例如

“7+70”“66-6”“90+9”“35+5”等，从而既可以通过一

定强度的数学计算训练帮助学生彻底的掌握数学计算知识，

又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

4.2 将数学计算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结合

在核心素养下，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相应的数学计算

知识，还要引导学生将数学计算知识与日常生活进行结合，

进行日常生活中实际数学问题的解决。所以，教师要在日常

的数学计算教学中加强培养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让学生对

数学计算知识和计算技巧融会贯通，进而提升学生的数学计

算能力 [4]。

例如，针对“运算定律与简便运算”的教学，教师就可

以先将一些重要的数学运算公式传授给学生，当学生对这些

数学运算公式有了一个初步的理解之后，再组织学生到附近

的商店调查各种常见商品的价格，让学生仔细观察收银员的

整个工作流程。之后，再回归到教室，将学生随机分成两个

小组，一组扮演顾客、另一组扮演收银员，通过情景再现的

方式帮助学生加强数学运算公式的应用。这样一来，学生对

相关数学计算知识的掌握与记忆就会更加牢固。

4.3 提前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小学教学体系中，小学数学教学更加注重学生思维

能力的培养。为了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需要在核

心素养教学理念的引导下，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

务与教学目标。首先，教师要加强小学数学教材的研究，了

解数学教材中不同教学内容的教学目的和教学特点。其次，

教师要根据教学进度以及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合理的

制定课堂教学任务，通过不同的教学任务阶段性的培养并提

升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最后，教师要根据制定出来的课堂

教学任务，进行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选择恰当的教学方 

法 [5]。

例如，针对“简易方程”的教学，教师就可以提前进行

充分的教学准备，然后在课堂教学中先让学生对简易方程的

基本理论知识和计算技巧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之后再给学生

布置一个课后任务，让学生利用课后时间进一步理解简易方

程的计算技巧。即“一本书有 100 页，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 x

行字，每一行都有 y 个字，那么这本书一共有多少字呢？”

让学生在课下对这道题进行自主思考和解决。然后再在下一

节课上，让学生进行思考成果的展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

有效激发出学生学习数学计算知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可

以帮助学生建立学好数学计算的自信心。

4.4 注重激励教学方法的应用

在核心素养下，要想有效培养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教

师必须要注重激励教学方法的应用，通过恰到好处的鼓励和

肯定，来激发学生对数学计算的学习兴趣，拉近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距离，进而提升数学计算教学质量。

例如，针对《多边形的面积》的教学，教师就可以拿出

一个学生上体育课经常使用到的足球，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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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观察并总结足球上多边形的特点，探索多边形面积的计

算公式。哪一个小组总结的最快，总结的最正确，就可以得

到一个奖励。通过这样的激励方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

得到有效的激发，课堂教学效率也会自然而然的提高。

5 结语

综上所述，核心素养下，小学数学计算教学对于学生综

合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要想提升小学数学计

算教学质量，教师还需要对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进行创

新、将数学计算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结合、提前做好充分

的教学准备、注重激励教学方法的应用。只有这样，才能够

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实现

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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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Slow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and Countermeasures——Taking Zhuhai College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Cui Hua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uhai, Zhuhai, Guangdong, 519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employment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has also changed. Some student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hoose “slow employment”. For example, some students choose to stay at home temporarily because of their good family 
conditions and lack of courage to enter the workplace. This “slow employment” phenomenon has the risk of turning into “old gnawing” 
phenomenon. Some students suffer setbacks in the process of employment, that is, th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deviates from the ac-
tual job and they are un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selves, so they choose to avoid employment or “sell for the price”. These students 
lack the sense of urgency in the face of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talent market, which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missing of the best opportu-
nity for employment.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universities, graduates and recruitment units,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ployment” 
will eventually be changed. 
　
Keywords
college employment; slow employment; workplace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成因探析与对策——以北京理
工大学珠海学院为例　
黄萃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中国·广东 珠海 519000　

摘　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生属于主动选择“慢就业”，如一些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好并且
缺乏步入职场勇气而选择暂时在家待业，这种“慢就业”现象具有转变为“啃老族”现象的风险。一些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
挫折，即心理预期与现实的工作岗位出现偏差而自身又不愿迁就，因此选择回避就业或“待价而沽”，这些学生面对激烈的人
才市场竞争欠缺紧迫感，最终导致错失最佳的就业良机。通过大学、毕业生和招聘单位的三方配合，最终改变“慢就业”的现象。 　
　
关键词

高校就业；慢就业；职场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提高，社会和家庭开始关注个人利益

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发展。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产生，与

大学生自身就业价值观、家庭环境的影响，高校人才培养方向

及社会多样性和宽度紧密关联。高校大学生有了各种各样的选

择。这种就业的自由性导致了现在社会存在慢就业的情况。

2 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成因

2.1 就业协议未能反映实际就业率

因设计专业多为“经验型”“技术型”工作，用人单位

往往要求求职者需在企业内至少有三个月至六个月时长的实习

期，才会考虑与其签就业署协议。有时因签署就业协议未能反

映实际就业率，且部分企业不重视签订合同过程，特别是以绩

效制作为薪资指标的企业，并不会及时与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和三方协议。而中国内地高校就业率数据往往是根据三方协议、

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基层项目、升学的数据结果统计而成，

许多学生与教师均反映未能考虑该专业特殊情况。

2.2 就业机会不均衡

设计专业就业机会多，每年校招企业及招聘人数并不少，

但是该专业却面临就业机会不均衡的问题。由于设计行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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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新潮”“创新”“流行”等特点，其企业实力和招

聘人数沿海城市均远超于内地城市，知名企业及学生向往的企

业大量分布在一线城市及省会城市，就业机会极不平衡。

2.3 缺乏吃苦耐劳和承受挫折的能力

“95 后”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较大，在父母庇护和

生活无忧的环境中长大，缺乏磨砺的机会，不了解生活的艰苦

和不易。 同时，学校教育也缺乏意志品质的培养，导致大学

生缺乏吃苦耐劳和承受挫折的能力。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

巨大的就业压力，一些学生不能勇敢面对，更多地采用回避的

消极态度，“工资高多、条件好、离家近”成了毕业生找工作

的标准，在这种心理的作祟下，慢慢沦为“慢就业”人群。

2.4 追求个性爱好和自我发展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享受着改革开放

后富裕的生活，有很强的自我独立意识，兴趣爱好广泛，个

性特点张扬、注重自身情感需求和自由，反对生活工作中条

条框框的束缚。 所以，在就业中追求个性化的发展 ，符合自

身的兴趣爱好，符合自己的个性特点，如果一时找不到满意

的工作，宁愿再等而不将就等，在一些高校的就业季出现了

“老师比学生急”，学校“唱独角戏”，就业宣讲会现场“招

聘人员比学生还多”的尴尬局面 [1]。

2.5 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

当代的大学生在一些错误的就业经验中打开了思路，以

前的大学生盲目地采用了旧的就业观念，但是随着时代的进

步和大学生观念的变化，毕业的大学生不再盲目地从事诸如

国有公司，国有机构和公务员等热门单位的工作，一些大学

生开始寻找自己的就业之路，也有部分学生开始了自己的创

业之路，通过寻找社会中的商机，实现自己的致富之路。学

生不再一味的追捧稳定的工作，而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和特征

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学生的观念已经不再像以前那

样陈腐，而是开始追求创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2.6 高校的就业政策和职业培训缺失

现在的大学中，人才培养计划与大学的实际就业要求之

间存在差异，因此，大学不能盲目地扩大学业课程的组成而

忽略其内在含义的构成。当前，大学课程设置，专业定位，

实践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落后，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

学科的构成保持不变，没有创新。招聘单位要求的专业知识

通常与大学提供的课程并不能很好的匹配，在大学毕业生就

业之后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对新就业的毕业生就

行培训。这些问题使毕业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工作，

结构性的就业失衡，在求职过程中处于被动位置。大学生自

我意识让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

都有其特殊的角色功能。根据角色理论，“社会角色是指与

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相匹配的一系列权利，规范和行为模

式。”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看，大学求职和就业过程也是

将角色从学生角色变为专业执业人员角色的过程。

如上所述，一些学生没有在就业过程中“慢就业”醒来，

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应该改变他们的社会角色。在长期稳定，

规范和程序化的校园环境中，大学生熟悉并适应学校的生活

和学生的状况，对毕业后身份角色的变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并且对未来没有明确的立场。一些大学毕业生对他们的

就业和工作技能也缺乏信心，不想改变自己的身份，也不想

真正投资于就业活动。

3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慢就业”问题概述

3.1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慢就业”态度研究

在调查中，调查人员询问了大学生“您了解缓慢就业”和“您

对缓慢就业的态度”。当被问及“您知道慢就业现象吗？”时，

有 61.87％的学生不明白什么是慢就业，有 17.99％的学生回答

虽然他们就业较晚，但是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被归为慢就业的

行列，但是也有 20.14％的学生表示了解工作缓慢。他们认为，

缓慢的就业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当被问及学生对缓慢就

业现象的态度时，有 32.37％的学生说，他们对慢就业并不乐观，

他们认为慢就业对大学生的录用过程不利，应采取措施及时防

止这种现象。 53.96％的学生维持中立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学

生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通过其余的方式进行过度的干涉 。还有

13.67％的大学生对缓慢的就业现象表示支持和乐观，他们认为

这是未来大学生就业的普遍现象。总之，大多数大学生不了解

缓慢的工作，对缓慢的工作不甚了解，并且大多是中立的 [2]。 

3.2 慢就业现象会持有现在的态度的原因调查

接下来，研究人员对为什么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对慢就业

现象会持有现在的态度。当被问及“当前的经济状况是什么？”

时，有 70.5％的大学生认为经济状况是平均水平，12.29％的

大学生认为经济状况更加困难，而 7.19％的大学生则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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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对于接受调查的学生，有 1.44％的大学

生过着富裕的生活，没有经济压力，而 7.91％的大学生则面

临经济困难，需要通过就业解决现有的经济问题 [3]。

调查人员问到“如果您处于慢就业的阶段，您会选择什

么？”时，回答对市场进行调研，为将来的初创企业做准备的

人数最多，为 150 人。回答考取公务员和当一名教育者的人数

分别为 70 和 65，其中回答最少的是“父母在家陪同”。这也

充分表明，由于家庭或个人原因，思想和意识有所不同。如果

您发现就业过程被延长，可能会觉得忧虑和担心，但是一些大

学生则有不同的选择。当被问及是否要推迟毕业以便寻找很好

的工作时，有 178 人选择“不，我不能进行毕业的推迟”，有

109 人选择“可以先进行毕业时间的推迟，这样可以在就业时

依然以一个应届生的身份寻找工作”。 毕业后，就业速度变慢，

但是很少有学生决定在这段期间继续学习或者实习获得经验。

这表明，大学生的慢就业不是暂时的，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而

大学生的缓慢就业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经济状况良好

的大学生毕业后更有可能选择更晚进行工作 [4]。 

当被问及“父母对缓慢就业的态度”时，他们表示约

40％的父母表示赞同和乐观态度，约 32％的父母表示反对。

剩下的父母则认为孩子应该等到他们做好准备的时候就行就

业，对慢就业的现象不支持也不反对。除上述问题外，我们

至少可以理解，不能支持和照顾大学生就业缓慢的家庭的经

济压力一般会更大一些。综上所述，面对缓慢的就业，不同

的态度和观念也会影响大学毕业生选择缓慢就业的机会，对

于大多数毕业生而言，他们一般将处于慢就业 1~2 年的状态，

然后他们去上班。此外，对于最慢就业的毕业生，他们的财

务资源来自父母，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支持子女缓慢工作。 

4 大学毕业生应对“慢就业”现象的策略

大学生慢就业的现象反应的是时代下社会问题，要想改

变这一基本现状，招聘单位，大学毕业生和高校都必须联合

起来，积极应对。现在简要的分析一下应对慢就业可以采取

的一些措施。当然，最根本的是大学的毕业生必须改变自己

的观念，尽早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5]。

4.1 招聘单位的应对策略

招聘单位必须及时调整其招聘计划，以应对毕业生的某

些“慢就业”状态，一些大学和企业也在做出调整和计划。同时，

毕业生必须了解情况，并在“慢就业”过程中尽快加入职业

计划。一些毕业生的就业方式在公司需求和学生选择之间发

生了变化，招聘差距已经形成，为了使企业有时间参加春季

和秋季的选举，大学必须积极与雇主合作，及时进行调整 [6]。 

4.2 改善就业创业环境，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坚实

保障

促进大学生又快又好地就业创业，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

的政策支持。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拓宽就业创业渠道，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其次，

努力消除制度性障碍，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健康公平的就业创

业氛围，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等。

再次，高校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注重校园就业创业文

化氛围的营造，激发学生的就业和创业热情。最后，通过组

建优秀的就业创业指导教师队伍，完善就业创业培训课程体

系，帮助指导学生尽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4.3 提供给学生更多实践机会

高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不应局限于教学任务，

应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专业教师均是有大量实践

经验并在工作中与校外企业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专业教师可

利用自身资源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让学生积累更多

地在实践中产生的“应聘筹码”。教师应根据自身对行业的

理解及市场需要，指导学生应理性择业。

4.4 毕业生的应对策略

毕业生必须在“低比率就业”中有明确的职业计划。对

于毕业生来说，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找到更好的生活计划，才

能为您选择理想的就业岗位。毕业生不是理性的，经常会感

到困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哪些害怕找不到工作的大学

生经常会选择逃避当前的状态而不去找工作。在学生求职网

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有 33.36％的“低就业”人群有职业计划，

但其职业规划并不明确，没有一条明显的主线，近 20％的受

访者没有明确的职业计划。只有 20％的受访者有非常明确的

职业计划，并且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并且其职业计划是合理可

行的。一些学者说，非理性的“慢就业”会发展成懒惰的就

业和对雇用的恐惧，制定职业计划有助于他们改善这种态度。

大学生越早计划职业，就越好。学生还需要在学习专业知识

的同时提高自我修养技能和就业率，并更好地应对未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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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 [7]。 

进入学校后，学生将接受全面的职业规划过程和职业指

导培训，深入分析自己，了解人格特质，并探索兴趣导向和

能力领域。当学生进入学校一段时间后，他们需要说明自己

的专业就业情况，并可以与年长者和其他沙龙活动分享经验，

以了解不同的替代就业方法并实现多样化的就业模式。 

4.5 高校的应对策略

高校应该建立职业发展咨询的支持系统，包括课程，职

业咨询和工作场所职业培训计划，以便学生清楚地了解自己

想要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在生活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做什么。

职业规划可能不会立即产生结果，但会巧妙地改变学生的生

活并在毕业季节做出方向性的预测。高等教育要求调整人才

培养计划，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而学生首先看到的是基

本素质以及一般专业技能等培养，有的职业规划课程都应该

遵循市场的基本需求。当前，大学生在责任心，专业精神，

勤奋，心理素质和团队合作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这通常是

雇主最看重的主要特征。高校要加大对职业规划，思想政治

等相关课程的评价，并及时调整人才培养计划，以满足就业

市场的需要 [8]。 

鼓励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设定合理的就业目标。对于

现有的“缓慢就业”群体，大学必须首先了解原因并针对学

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专注于发展与未来职业发展

相关的技能。如果短期内未实现就业，则需要提供理解和支

持，并提醒学生注意关键环节和重大机会，提供贫困毕业生

的咨询可以提醒学生及时调整目标期望或增强他的专业技能。

学校可以建议就业目标不明确的毕业生积累经验，开阔视野。

特别是对一些身体健康存在问题的学生，应根据实际情况和

就业问题等残疾毕业生提供适当的指导 [9]。 

扩大毕业生就业渠道，以提高学生就业率为重点大学学

术部门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并与外部资源联系，为学

生提供实习机会。建立无缝的信息传递机制，完善信息传递

平台。根据部门的性质或行业和学科的性质，及时披露有关

雇主对其他专业人士需求的信息将减少寻找就业信息的成本。

同时，在过去几年中，通过信息和专业知识作为指南，以平

均工资水平跟踪学校不同职业的就业情况，对就业市场中各

个行业的短期和长期发展进行了简要分析，从而使大学生能

够开发市场动态并根据就业情况调整就业。此外，各种学校

级别的学生组织或社区组织可以组织暑期实习实践活动，职

业规划比赛，专业技术比赛，工作场所心理戏剧等，为大学

生自主锻炼和改善社会互动提供机会和平台。学校可以开展

有具有发展专业工作技能和提高个人整体素质的能力功能的

相关课程 [10]。 

就业指导工作应从处于低年级的大学生开始，应向新生

和大二学生开始就业指导课程，让学生尽早规划好自己的职

业人生，避免时间的浪费。创业和职业规划等一般课程应该

以接近学生生活的方式进行，以便所有学生都能更好地理解。

职业规划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尽快规

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面对失业的毕业生，学校必须在扩大学

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范围方面发挥根本作用。 

5 结语

在过去的几年中，“慢就业”变得越来越流行，但是大

学中的教师应该特别注意并指导学生不要盲目跟风。随着社

会的多元化，每个人对工作类型和工作内容的选择变得更加

丰富，并且与传统的择业方式不同，成为自由职业者和社会

工作者也是许多毕业生的选择。因此，学校，父母和招聘单

位应该能够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并让学生根据

他们的兴趣选择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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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search, Hani language is a dynamic minority language. At present, ethnic minorities are being threatened by all 
parties, presenting the status of endangered and dying. Therefore, studying the causes behind the vibrant minority languages has import-
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vitality of the 
Hani language have continuously emerged, and the stable use of the Hani language or bilingual harmony has been scattered in various 
studies. However, only the research on the vitality of the Hani language and the reasons behind exploring the vitality have not been re-
viewed.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o explore and sort out the methods of Hani Language vitality assess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vitality level, and then combs the causes of Hani Language vitality combining with literature, and gets inspiration 
from the cause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vitality of Hani Language, and fur-
th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energetic minority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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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i language; language vitality;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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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语言活力及其成因研究概述　
恭芳宴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据相关研究表明，哈尼语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当前少数民族族群正遭受各方威胁，呈现出不断濒危、消亡的现状。
因此，探究具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背后的成因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针对哈尼语活
力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以哈尼语稳定使用或者双语和谐等名称分散于各类研究中，但仅针对哈尼语的活力以及探究活力背
后的成因研究，尚未查阅到相关研究。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探讨并整理出哈尼语活力评估的方法及相应活力等级，再结合
文献梳理哈尼族语言具有活力的成因，并从成因分析中得到启示，对症下药为继续加强哈尼语的活力提出意见和建议，进一
步为中国活力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哈尼语；语言活力；成因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ysdyjs2019088）。　

 
1 引言

哈尼族是中国云南省众多少数民族中的特有民族之一，

是一个分布较广、支系众多、村落聚集的民族，它用其独特

的语言，创造并传承了千年的文明传统。哈尼语等少数民族

语言受到来自强势语言对其生存空间的不断挤压，继而出现

濒危现象的前提下仍然保持相应活力，哈尼语语言体系具有

丰富的词汇和独特的语法、语音特征。为进一步保持哈尼语

的活力，使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的不断传承和保护，探究

哈尼语活力的成因研究具有实际意义，但相关研究阙如，为

填补此类研究空缺，也为传承和保护哈尼族母语的活力。本

篇论文通过分析现存与哈尼语相关的研究进行整合再分析，

从鉴定哈尼语活力的方法为始，其次详细阐述哈尼语目前的

活力等级。再次主要分多点探讨哈尼语活力的背后成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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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哈尼语活力成因综述分析得出如何保护像哈尼语这样

具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应启示，同时为中国众多面临

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提出建议。

2 哈尼语活力评估

关于哈尼族语言的活力，根据黄行（2000）[11]、孙宏开

（2006）[14] 和戴庆厦（209，2012）[4] 等教授的研究表明哈尼

语属于活力语言。首先在黄行（2000）的文章中有专门针对

中国 56 个民族的语言活力进行整理的数据，其中，哈尼语在

行政、教育、出版等多方面均有使用，且使用相较于同等级

语言，频率较高，因此把哈尼语归属于活力语言，其次，孙

宏开教授在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排序中，根据相应标

准把哈尼语、水语、独龙语等语言归为活力语言，最后，戴

庆厦教授对于绿春县、羊街乡等哈尼族聚居区的调查中表明

哈尼语至今广泛应用且稳定使用属于活力语言范畴。

2.1 哈尼语活力评估方法

针对哈尼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根据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创新基地”戴庆厦（2009，2012）[4] 和白碧波（2010）[1]

教授带领课题组开展的研究项目。分别针对元江县羊街乡、

元江县因远镇、绿春县哈尼族以及西摩洛语等地区对哈尼语

的各分支语言进行穷尽式入户调查，采用田野调查法、调查

问卷、访谈和观察等多种调查研究方法对哈尼语的使用现状

及其演变进行研究。其次根据黄行（2000）[11] 的《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活力研究》中提出，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研究涉及

行政、文法、教育、司法、媒体、经济、信息等多方面的活

力值进行评估，书中详细的测量出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各自语

言活力指数，并且提出总体调查（population survey）和抽样

调查（sampling survey）两种方法为中国后期开展的少数民族

语言活力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黄行，2000）。

2.2 哈尼语活力等级

根 据 孙 宏 开（2006）[14] 和 范 俊 军 等 教 授（2006）[10]

针 对 2003 年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的“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文件得出评估语言活力的 9 条参考指标和 6 个

级次。其中 9 条指标是：一是代际间的语言传承；二是语言

使用者的绝对数量；指标三是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

指标四是语言使用范围的发展趋势；五是语言对新领域和媒

体的反应；六是语言教育与读写材料；七是政府和机构的语

言态度和语言政策；指标八是该语言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

指标九是语言记录材料的数量与质量。根据这 9 条测试指标，

专家组的文件将语言活力从高到低排为 6 个等级，归纳为：

①充满活力；②有活力或仍然比较活跃；③活力降低，显露

濒危特征；④活力不足，走向濒危；⑤活力很差，己经濒危；

⑥无活力，失去交际功能或己经死亡。同时，孙宏开 [9] 还根

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分布情况，除 9 个指标外，还

有 3 个方面，也作为语言活力测试的依据之一。那就是：①

语言的分布状况，聚居、杂居还是散居；②语言的内部差异

程度，差异大的语言，活力就会降低；③国境内外的分布状况。

此外，交通状况是否发达、社区开发程度等也是影响语言活

力的参考因素，也应该考虑在内（孙宏开）。[9] 孙宏开教授（2006）

在文章中的研究明确表明对应相应指标哈尼语属于“有活力”

这一等级的语言，因为哈尼语不仅有哈尼文字，哈尼语单语

人数多，且哈尼语代际传承相对较好等因素。根据戴庆厦 [5]、

白碧波教授（2012，2010）[1] 对元江县因远镇以及绿春县哈

尼族的语言使用现状调查中，通过哈尼族 400 词测试的结果

表明，哈尼族部分村落（仓房、大甸索等）群众对哈尼语的

掌握程度 90% 以上达到熟练标准（白碧波，2010，29），且

哈尼族相较于其它少数民族而言人口基数大，分布广泛，双

语和谐的局面等优势也可判定哈尼语为有活力语言。

3 哈尼语活力的成因

根据上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活力鉴定标准判定哈

尼语属于第二等级“有活力”的语言。哈尼语有活力，即哈

尼族群众在日常的生活、族内交际、大众媒体等方面以哈尼

语为首选交际语言。根据 CNKI、万方等数据库及著作等相应

文献分析可知，哈尼族的语言传承至今，并且被归为有活力

的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成因以下几个方面：

①有自治州或自治县一级的自治机构推动，充分发挥了

大众传媒的作用。研究表明在哈尼族聚居区，在红河州以及

西双版纳州都相继开通了广播、电视、电影频率和频道，播

出并宣传哈尼文化。1979 年底，红河州政府指示下，哈尼语

电影配音员，译制出一系列经典影片并延续至今，红河州民

族与电影译配工作仅 2010 年就向红河电视台提供 35 部民族

语电影译制片（曹林芹、龙怀新 [2]）。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广

大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着强大的公信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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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导力，哈尼族聚居的红河州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

提高公众对本族语保护的意识，为哈尼语的活力保持提供主

观条件。

②哈尼族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书面形式，而且有一定数

量本民族文字的出版物。哈尼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

语支，之前有关哈尼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生产经验等

基本上都是靠莫批、歌手和老人口耳相传。1952 年，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了哈尼族干部进行哈尼语调查研究，并

编写《关于划分哈尼语方言和创制哈尼文的意见》的哈尼语

调查报告，制定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哈尼文字方案》（草案），

哈尼文以哈雅方言的哈尼次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绿春县大寨

哈尼语为标准音，结束了哈尼族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中

国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出版了

多种哈尼文读物。[3] 戴庆厦、段贶乐（1995）于 1995 年撰写

的《哈尼语概论》系统简明的介绍了哈尼语的语言、文字、

文学等。李泽然（2001）[12] 的《哈尼语研究》对哈尼语的韵

律规律对哈尼语词汇、语法进行分析等，哈尼语的书面形式

记录层出不穷为哈尼语的活力提供了书面支撑。 

③高度聚居为哈尼语活力保持提供客观条件。哈尼族村

寨有较大片的聚居区，例如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

县的羊街乡，羊街乡的哈尼族母语保持较好的活力，原因之

一是哈尼族村寨高度聚居，全乡 52 个村寨中，有 43 个村寨

属于哈尼族集聚区，占村寨总数的 82.7%。哈尼族村寨距离近，

错落有致，形成密集的聚居带，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外来

务工人员增多和族际婚姻等因素没有改变哈尼族人口分布高

度聚居的特点，在村寨里，哈尼族群众频繁使用哈尼语交流，

为哈尼语的保留提供了语言环境，使母语的保留有了稳定的

空间（戴庆厦，2012，237-238）[5]，并为哈尼语活力提供了

良好语言环境。

④交通和信息相对闭塞是哈尼语活力保持的重要因素。

云南是哈尼族的主要分布区，处于云贵高原地区经济欠发达，

哈尼族聚集区的大部分地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物资需要

都靠人背马驼，即使修建好的公路也是坡陡、弯急、路面窄，

交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哈尼族与外界的交流。根据赵

敏、朱茂云（2016）[16] 对羊街乡的研究表明羊街乡 1957 年修

建土路，1967 年通车，2001 年铺设水泥路面，2002 年竣工。

另外，一些闭塞的村寨，30% 以上的女性老人没有去过县城，

很少出门，有 96% 的哈尼族老人听不懂汉语，闭塞的交通使

哈尼族与外界的信息交换不足（赵敏、朱茂云）。这些因素

使哈尼族村寨对母语的依赖性大，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哈尼语

的完整性，对哈尼族语言的活力延续产生巨大影响。

⑤任何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重视并兼用汉语，汉语

的兼用和借用形成和谐的语言环境，有助于哈尼族语言活力

的保持。汉语作为中国的通用语言，对各民族、民族支系内

部语言的发展使用有深刻的影响，哈尼语的发展局限于哈尼

族种族中，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哈尼族包容开放的

民族性格使哈尼语和汉语和谐双语生活形成，哈尼族人民在

保证自己母语的情况下重视并借用汉语，汉语的借用丰富了

哈尼族的词汇，也促进了哈尼语的发展，并进一步时得哈尼

族语言活力不断向前发展（王宏婧 [15]）。汉语和哈尼语的接

触有利于两种语言和谐的局面形成，哈尼语借用自己所需要

的成分，促进了语言功能的发展，在兼用汉语的同时，全民

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高，也就越容易保持自己母语的活力。

⑥哈尼族传统的经济模式有利于哈尼语活力的保持。哈

尼族传统农业以水稻和玉米为主，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单

一的经济结构，使哈尼族群众花大部分时间在田间劳作上，

在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下，生产力和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以及

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烤烟、甘蔗等经济作物也得到不断发展，

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让哈尼族大部分人民困守农田，以农作

物收成为生，外出打工人员不多，人口流动性不高（戴庆厦，

2009[4]）。这样传统的经济模式成为哈尼语稳定向前发展的有

利条件，也有利于哈尼语的活力发展。

⑦哈尼族代际间的母语传承良好是哈尼语活力保持的重

要因素。在哈尼族村寨内部，学习哈尼族语言依然是父母灌

输给下一代的重要认知。长期相对稳定的族内婚姻传统也保

证了哈尼语的活力，哈尼族以前的婚嫁观念对现在的年轻人

有一定的影响力，高比例的族内婚姻有助于母语的稳定性（白

碧波 [1]）。

另外，国家推行民族语言平等政策，有利于少数民族语

言的发展和民族繁荣；政府政策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扶持和

帮助，使大部分哈尼族人民意识到学习母语的重要性，根据

戴庆厦 [5] 教授（2012，237-238；2012，43）调查表明本民族

群众有保护母语的意识，对母语感情深厚，哈尼族对自己的

民族身份有自豪感，对传承母语有使命感，强烈的民族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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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是哈尼语活力保持的重要原因；哈尼族语言不仅在家庭、

集市、学校中有使用，也在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中使用（黄行，

2000[11]）等一系列的原因推动哈尼语的持续发展并彰显活力。

4 哈尼语活力保护启示

针对论文哈尼语活力的成因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保护

哈尼语的建议和意见。首先，根据大众媒体的强大公信力及

链接功能，可以借助微信的普及和推广，着力于引导建立使

用哈尼语为主要语言的微信工作群，从村干部至平民倡导哈

尼语沟通交流，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哈尼语的传承和活

力。其次，在文献的分析中发现，哈尼语高度聚集的村落环

境为哈尼语的稳定使用提供了语言环境。因此，政府及当地

部门应该大力改善哈尼族村寨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系

统和人文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可以通过建设村落环境，

严格贯彻执行习近平书记的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少数民族聚居

区的生态环境改善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也可以通过转变少数

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民族产业的

发展，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发展，所有的这些措施

能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改善生态环境，进一步有利于吸引外出

务工的青壮年回乡建设发展，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发展

维持住良好的语言环境。

再次，改善交通环境，大力提倡并加强教育，提高少数

民族聚居区的教育水平，加强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意识，有利

于少数民族语言的继续传承和发展。同时，辅之于顺应当地

语言形势提倡以汉语和少数民语言为主的双语教学，选拔双

语人才从教，开办双语教育学校，能在学校教育环境里保持

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最后，应该鼓励少数民族群众的双语发展，

在学好汉语和普通话的同时，要鼓励少数民族群众保持母语

的不断发展和传承。由于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及发展具有共

性，因此众多少数民族语言无论活力与否，均可从以上几个

方面开展保护工作。

5 结语

现存的少数民族语言是中国巨大的文化财富，尤其是像

哈尼语语言这样独具特色又有活力的语言，同时，哈尼语具有

巨大的研究价值，哈尼语在中国藏缅语研究中具有一定的重要

地位，研究哈尼语对方言发展的不平衡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对

藏缅语的发展趋势具有价值和哈尼语语言文字本身的意义，有

利于在聚居区开展双语教育等（李泽然，2001[12]）。探究哈尼

语的语言活力成因，就如找准病因开处方一样，对症方能见成

效，根据哈尼语的活力成因进行分析总结得出保护少数民族语

言的启示，使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进

一步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提供数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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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Smil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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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Door Kindergarten at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Smile is the most basic expression of human physiology, and it is also the pas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mile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security of childhood spiritual growth. Advocating “Smile Education” in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stage is not only the basic need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hood mind and body, but also has urge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mil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physical, ment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ocial interpersonal skills. It enables children to respect smiling heart, keep 
childlike heart, and stimulate spiritual growth potential. At the same time, smile is the “lubricant” of good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which can fully show the educational art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mile educa-
tion” from four aspects of biology, psychology, pedagogy and sociology, and derives the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practice of “Smile 
Education”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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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Educa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element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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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教育”的意义及实践探索　
妥盼　林培淼 *　

广州市白云区沁德文化幼儿园，中国·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微笑是人类生理上最基本的表情，也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微笑是童年心灵成长获得安全感的保障，在婴幼儿教育阶段倡导“微
笑教育”既是童年身心健康成长的基本需要，又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微笑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情绪情感及社会人际交往等
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让孩子对微笑心生敬重，复归童心，激发精神成长潜能；同时，微笑是良好师幼关系的“润滑剂”，
能充分展现师幼互动的教育艺术。文章从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等四个方面对“微笑教育”的理论意义进行阐述，
并从中引申出对当下开展“微笑教育”实践的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

微笑教育；幼儿教育；启蒙教育　
　
基金项目

广东教育学会 2019 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课题编号：GDXKT20908）。　

 
1 引言

3-6 岁是幼儿身心发育、发展的重要时期，维护和促进

幼儿身心健康，不仅关乎幼儿当前的健康状况，也对其未来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健康

领域的“身心状况”中提出了幼儿“情绪安定愉快”的发展

目标。良好的情绪表现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对幼儿来说，

情绪的安定与愉快是维护身心健康、促进社会适应能力及形

成良好个性的重要条件。倡导“微笑教育”始于我园办园之

初，深入构建与完善园本课程体系，把“育好习惯，养好情绪，

启迪思维”作为教育核心目标，其中“微笑教育”的教育实

践已成为沁德文化幼“养好情绪”的教育底色 [1]。

2 “微笑教育”的理论意义

2.1 “微笑教育”的生物学基础：微笑是个体遗传的
生物本能

人类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类会用语言表达自己

的情绪情感。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就会微笑。当胎儿还处于

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通过三维超声技术可看到，即使在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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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成形的胎儿也面带微笑。出生后，婴儿还是带着微笑——

婴儿大多在睡梦中微笑。微笑是人类生理上最统一、最基本

的表情 [2]。因此，生物遗传基础为婴儿提供了伸缩他们微笑

肌肉的能力和倾向，保障了婴儿的健康成长，并对未来“社

会意义”的微笑奠定基础。

据研究显示：婴儿每天会笑 600 次，10 岁后下降到每天

平均 6 次，60 岁以后只有 2.5 次 [3]。由此可见，婴幼儿随着

心理以及生理的发展，积极情绪情感的发展受年龄的递增而

呈下降模式。

美国创业专家罗恩·古特曼在 TED 演讲《微笑背后隐藏

的力量》中提到：为什么和经常微笑的孩子在一起会让你微

笑？因为微笑具有进化上的传染性，它抑制了我们通常对面

部肌肉的控制。模仿一个微笑并在身体上体验，它可帮助我

们了解微笑是假的还是真实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微笑者的

情绪状态 [4]。

2.2 “微笑教育”的心理学依据：微笑是心灵成长获

得安全感的保障

教育是与孩子对话的过程，真正的教育始于教育者走进

儿童，听到童声，看到童年，读懂儿童。婴儿一出生就会微笑，

因为进化使得这种行为具有适应性。从心理学角度讲，婴儿

最初的微笑是原发性的，不是社会性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当婴儿呱呱坠地后，喜欢妈妈的微笑，不喜欢妈妈的愁眉苦

脸。因为妈妈的微笑让婴儿对妈妈产生强烈的依恋与安全感。

那么妈妈的微笑对孩子有多重要？一个实验告诉我们：

韩国的一档亲子节目做了一个“视崖”实验，实验过程

中，宝宝在妈妈的鼓励之下，勇敢地跨过了悬崖，穿过了火海，

让家长们感动不已。这个实验表明：宝宝在没有呵斥和指责

的情况下，妈妈一句话都不说，只要面无表情地和宝宝对视，

就能让宝宝哭，而一个微笑就能让宝宝克服恐惧越过悬崖，

这就是妈妈微笑的力量。

俗话说：“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家长脸上写了什么，

孩子脸上就会呈现什么。因此也就会有：恐惧中长大的孩子，

常常忧虑；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常常责难；敌意中长大的孩子，

常常吵架的后果。当妈妈脸上呈现暴躁、生气的表情，出现

急躁、易怒的行为时，也会传导给孩子，使他做出相应的反应。

父母的笑容，是孩子安全感的源泉，是良好亲子关系的润滑剂。

所以为人父母者，在孩子面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请多

多微笑。

3 “微笑教育”的教育学价值：微笑是良好师

幼互动的润滑剂

刘晓东教授指出：“童年是人生最自然的时期，是天性

保存最完全的时期，是潜在人性内容最完整的时期。正确而

适当的教育助于儿童的茁壮成长，而不恰当的‘开发’，‘开掘’

则会令其受伤甚至毁灭。就像考古专家意识到的那样，有些

极富价值的宝库，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不宜开掘，如果硬性开掘，

其结果只能使几十年的文物瑰宝遭受灭顶之灾，童年的宝库

也是如此。”[5] 玛利亚·蒙台梭利说：儿童在敏感期拥有一

种特殊的内在活力，能够以惊人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吸收和学

习。这种热情耗尽之后，另一种热情随之燃起。在这种节奏

的支配下，儿童不断地征服世界，这一切使他们感到十分幸

福、满足。童年在孩子生命早期极其珍贵，守护孩子的天性，

顺应身心发展规律，让他们拥有最自然、最愉悦的时光 [6]。

因此，3-6 岁正值个体生长发育的童年期，将“微笑教

育”纳入幼儿教育，会让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更具“艺术性”。

老师微笑的关注，会使得幼儿感觉到自己在老师心中的地位；

老师微笑的赞许，会让幼儿对自己积极的语言、心态及行为

更加自信；老师暖心的笑容，缩短了师幼之间的心理距离。

微笑是激励，更加促使师幼共同努力。

马卡连柯说过，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师爱是教育的“润滑剂”，师爱外在表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微

笑”。[7] 教师通过全身心地爱护、关心、帮助幼儿，获得幼

儿信赖，使幼儿乐于接受教育，最终展现良好的教育效果。

4 “微笑教育”的社会学意义：微笑是人际交

往的通行证

微笑，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

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过一个故事说：十个科林

斯人到一个人家去杀一个小男孩。根据神谕，那孩子成人后会

毁灭他们的城市。当他们到了这家以后，男孩的母亲以为他们

只是友好拜访，便将男孩放在了其中一人的双臂中。这时男孩

笑了，用我们的话来说，他的笑容捕捉住了这些人的心。因此

他们就离开了，没有执行那可怕的任务 [8]。男孩究竟有多大，

这并不清楚，但显然他还小，可以抱在成人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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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正是因为男孩纯真的微笑化

解了即将要面对的惨痛危机。孩子的微笑，向我们发送的是

一个看不见的、活生生的信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任何

一种文化忘却自己，需要再生繁衍都是不可想象。

宾州州立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微笑不仅能让你更好看，

更礼貌，还能让你看起来更能干。一个暖心真诚的微笑，能

化冰雪，暖寒冬，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误会。在幼儿人

际交往的过程中，良好的感受和体验是幼儿形成安定、愉快

情绪的基础。幼儿若能经常性地获得良好的感受和体验，更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情绪反应模式和习惯。“微笑教育”对幼

儿身心发展在社会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的激发

和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

5 “微笑教育”的现实诉求

微笑没有国际边界，没有种族边界，没有穷富边界，微

笑是表情元素中天然的教育元素，然而在当今教育界中“微笑”

却成了奢侈品，微笑成了“假笑”，成为社会各服务行业中的“温

暖标签”；微笑之中的“宽容”反而诱发孩子变本加厉的挑衅，

最终教师或家长只能“板着脸”教育孩子……这些画面常常

出现在我们的亲子生活及学校教育过程中，不禁令人叹息与

深思：我们的微笑究竟去了哪里？

5.1 “微笑教育”在当下幼儿教育中的诉求

在中国家庭结构中，家庭成员模式多为以“2+1”或“6+1”，

孩子是家庭的核心。孩子唯我独尊，被宠爱成为习惯，造成

了孩子极其自私的心理。与此同时，由于大人过分呵护，孩

子缺乏自理、自立的能力和应对困难的勇气；因父母外出务

工或家庭意外等，导致一些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单亲、孤儿，

更有甚者家庭的残缺使孩子的行为和心理受到创伤。这类孩

子自卑、孤僻、胆怯、叛逆、自我、缺乏安全感，长此以往

负面能量积压在心，导致思想、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渐渐

变成“熊孩子”，面对众多“熊孩子”的挑衅，教师“板着脸”

微笑教育何谈容易？

当下二胎政策背景下，二胎率越来越高，家长对教师的

要求也同步提高。然而，随着全国实施第三个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幼儿教师总量缺口仍非常大。家长及园长衡量一个幼

儿教师是否合格主要看师德师风与专业知识。幼儿老师的一

日生活中，家长工作、绩效考核、孩子在园的一日游学活动

与生活是老师核心任务，不敢有半点懈怠。一方面对接家园

工作，维护家园关系，让每一位孩子在幼儿园健康快乐成长，

同时还要按时、有质地完成各种绩效考核与报表，面对各方

压力使深爱幼儿的教师负重前行。“微笑教育”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微笑教育”为教育生态传递正能量，我们希望教育系

统有更多的人文管理、人文关怀与基本的尊重。因此，如何

缓解教师的压力引之思考？如果这些问题都得到关注，那么

“微笑教育”一定会更有温度，更能彰显其教育力量。

5.2 “微笑教育”应该成为启蒙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主

角之一

卢梭认为：儿童的知识和情感生活之所以重要，并不是

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她，才能教育和培养儿童，而是因为童年

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因此儿童是沿着进

化历史为儿童规定的路线而成长的，教育、社会、文化都应

当尊重儿童成长的这条自然路线 [9]。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在洛克的“白板说”

中，如将孩子的心灵比作刻字板，这恰好描绘了童年和印刷

之间的联系，空白书写板比喻把儿童看作是一本尚未写好的

书，孩子在启蒙教育中所领悟的积极正能量正是书中的内容，

随着那些书页被填满，儿童走向成熟，逐渐成为一个理性、

文明、情感丰富、坦率、文明的成人。

因此，幼年养性，童年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养性”，

乃性情也，不骄不躁，不温不火，阳光自信，落落大方。将“微

笑教育”纳入幼儿启蒙教育中，不仅向孩子传递友善、包容、

尊重等情感信息，更传播着积极、支持、鼓励、表扬等多种涵义。

微笑教育应用于启蒙教育中，让孩子对微笑心生敬重，

复归童心，激发精神成长潜能。

6 “微笑教育”已成为沁德文化幼儿园的教育

底色

沁德文化幼儿园一直倡导“重德、修身、创新”的团队

文化精神，践行“以爱植爱，齐心和谐共成长”的管理理念，

倡导“慢教育，赢未来”的教育理念，关注幼儿的情感体验

和社会性发展，尊重每个孩子发展的独特规律，重视态度和

习惯的养成，培养幼儿发现美、观察美、感受美、表现美的

能力，让孩子在童年获得有益的经验，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40



172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基础。

我们倡导师幼，应将微笑成为每个人的一种习惯，成为

无价而高贵的教育素养。沁德文化幼儿园“全人发展智慧课

程”以“品”熏陶育人，以“格”约束律人。沁德文化幼以

“守正天性，启智开慧，蒙以养正，幸福一生”为教育原则，

静心呵护每一个天使般的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微笑往往比严厉更能征服孩子的心灵，达到事半功倍的

教育效果。为人师者笑脸相迎。沁德文化幼儿园一直在教师

团队中开展“微笑之星”活动。晨接入园，教师们微笑迎接

每一位幼儿，主动与幼儿互问“早上好”；一日生活的游戏

活动中，教师们用温暖的笑容让幼儿感受到老师的关注，用

欣赏的目光发现幼儿的闪光点，用鼓励的语言赞许幼儿的每

一次成功。同时积极倡导教师组共读好书《积极情绪的力量》，

监测自己的积极率（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值），深究问

题根本，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减少消极情绪增加积极情绪，

创造积极情绪向孩子传达阳光正能量。

“教育非它，乃是心灵的转向”。沁德文化幼儿园“守

护每一个孩子爱玩、爱笑的天性，让他们拥有多彩的童年”，

沁德的家长说：孩子交给沁德教师非常放心，尤其喜欢沁德

的老师个个满脸挂着微笑，她们是孩子们的童年引路人也是

追梦人 [10]。的确，沁德幼师在自我追梦的过程中也让沁德娃

成为自己追梦人。以梦为马，互相成就，共同铸造一个新的

梦想，让幼儿园里的人、事、物都回归本真的教育中，形成

一个和谐的气场，发挥着积极影响，实现沁德人的美好愿景。

“微笑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过程，也是每一位

教育工作者不断修炼自我的目标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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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Thinking of Piano Teaching Innov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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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iano, School of Music,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Music itself is an art, and its artistic expression is realized by sound. Piano, as the key sound communication carrier in the process of 
music learning,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guiding learners’ learning state. Nowadays, most of people’s favorite musical instruments are 
still piano, which can not only express the music itself, but also express their inner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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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教学创新模式的构建与思考　
姜正丽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中国·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

音乐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通过声音来实现的，钢琴作为音乐学习过程中关键的声音传播载体，对学习者
的学习状态起到了积极的引导。现如今大多数人们喜爱的乐器仍然是钢琴，不仅仅是对音乐自身的表现，更可以用来抒发内
心的感受。　
　
关键词

钢琴教学；感知能力；创新模式；艺术情操；构建与思考　

 1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钢琴作为一种音色独特且富有特点的

乐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它的存在是独奏很美妙，在交响乐

中的表达也极具情感。因此，很多学习者从小就开始学习钢

琴，它对学习者艺术造诣的提升具有关键的促进性意义。但

是从本质上来说，钢琴伴奏作为一门表演难度相当高的艺术

类别，相对于小提琴、管乐器、弦乐器来说，操作难度比较大，

而且要将其融合进入到音乐本身，带来的困难也是很显著的。

这时候就需要从事钢琴教学的工作者能够从实际出发，结合

每一个学习者的特点和其需求，来进行钢琴教学模式的优化

和创新，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为目标而努力，从而希望能

够培养出更优秀的钢琴演奏家。

2 钢琴教学创新模式的意义

2.1 提升学习者对音乐的感知能力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加拿大的麦

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两组音乐研究人员就曾经发

表过有关感知能力和音乐之间关系的文章，他们在经过实际

案例总结和文献综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音乐是一种具有特

殊性的语言，和我们在日常交流环节中所使用的语言一样，

人类对其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1]。即使是对音乐一窍不通的

人也自身也有一定的“音乐细胞”，人们在接收到音乐刺激

的时候，能够通过身体的律动来呼应 [2]。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就是当人们在听到适宜音乐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哼哼，或

者是跟随音乐进行简单的律动，而且在一些简单的乐器伴奏

下也会产生这样的感知情况。因此，在进行钢琴教学的过程

中，老师可以借助钢琴来伴奏，一方面使得学习者能够接触

到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而且另一方面还能够强化钢琴

音乐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促进其乐曲的律动性变得更强，

更富有节奏性和情趣感，最终使得音乐所要表达的内涵和意

义能够深入人心，相应使得学习者对于钢琴音乐作品的鉴赏

能力也会更加透彻化、清晰化和具体化 [3]。

2.2 提升学习者对音乐的审美能力

钢琴伴奏之所以能够对人产生刺激，主要是通过听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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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来实现的，听觉器官将感知到的信息传递给大脑皮层，大

脑皮层做出应激反应之后传递到中枢神经，神经中枢做出具

体的反应传递给人体其他的器官，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副画面，

从而让聆听者感受到音乐所表达的画面和思想感情。这样所

衍生出来的画面对于每一个聆听者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因为

大家的阅历有所不同，听觉感受有所不同，相应呈现出的画

面表达和审美也会有个性化的差异。为了进一步提升学习者

丰富的音乐知识，就要加强其对音乐的审美能力，从而创作

出富有情感、多个层次的乐曲。首先，在进行钢琴教学的时候，

其优美的旋律、明快的节奏都将帮助和谐氛围的营造，是人

产生对美的感知和享受。其次，音乐还是能够促进人们进行

想象的一种艺术形式，当学习者的感知能力在钢琴伴奏的时

候达到一个积极活跃的状态，这时候学习者就有了主观能动

性去根据音乐所塑造的情境来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不仅

是对音乐作品本身内涵的一个深刻理解方式，而且还会积极

培养学习者在未来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审美表现能力提升。另

外，我们必须要深刻认识到的一点是，音乐作品所宣扬的内

涵不一定都是和平、美好的，也会有对丑和恶的展示，这就

需要老师在进行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要起到正确指引的作用，

防止其误入歧途，而是要积极传播正能量 [4]。

3 钢琴教学创新模式的构建手法

3.1 多聆听

莎 士 比 亚 的 原 文“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传播到中国后被译为“一千个人眼

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该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则是，对于

同样的一部文学作品来说，不同生活阅历的读者对其中同样

的一个人、一件事都会有不同的评价 [5]。音乐也是如此，即

便是同一首音乐作品，不同的钢琴演奏者利用其自身的演奏

技巧，最终对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和音乐风格也是有所差异

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钢琴初学者和一个音乐大师所表现

出来的效果相差甚远。因此在进行钢琴教学模式创新的过程

中，为了促进学习者能够体会钢琴伴奏的重要性，就一定要

大量聆听优秀的钢琴演奏作品，聆听、观摩大师们的演奏是

能够有效帮助学习者获得更多感性认识，然后对比自己演奏

的效果和一些初学者的演奏，就会发现差异在哪里。在这样

的发展背景下，进行钢琴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反

复聆听样板音乐，对大师演奏的曲目进行一遍又一遍的熟悉，

从而使得学习者更好地融入到相应的氛围中，去领悟作词家、

作曲家创作时候内心的所思所想，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内涵，

并进行再次表达。其次，要有技巧地去听，而不是简单地听，

用心去听一首钢琴乐曲中所要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分析其

内容，相应的技巧，将一首乐曲在听的过程中“总——分——

总”地去听，先大致对其内涵有所了解和认知，然后分块进

行细化研究，注重对节拍和技巧的分析，对和弦长音、多指

按弦、快速指序等技巧一定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这些技巧

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继而让学习者自主进行演奏练习，一定

要反复练习每一个技巧，才能够掌握音乐的节奏感，将主旋

律凸显出来。最后再整体进行个人演奏和聆听，不停地对比

自己和大师演奏之间的差别，寻找问题所在并解决，使得自

身的钢琴演奏技能得到提升。

3.2 多引导

就传统的钢琴教学手法来说，老师通过示范演奏的方式

然后让学习者进行模仿式的练习，不仅教学效果差，而且学

习者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这是因为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方

法被完全束缚在老师所限定的条条框框中，这是非常不利于

学习者的个性化以及发散思维培养的，而且教学的机械性也

会导致学习者的学习热情下降。因此，老师在进行钢琴教学

的过程中，应当认识到自身知识一个领路人的角色，要最大

化成都地激发学习者的创造性思维，引导其学会演奏、自主

演奏，并且在演奏的过程中能够把人对于钢琴作品的感悟和

理解融入其中，相应的学习参与感才会被增强。另外借助一

些即兴创作的手法，对学习者的知识储备的应变能力训练也

十分有益，这样的做法能够实现技巧和音乐理解力的平衡发

展，帮助钢琴教学模式的创新。

3.3 多设计

为了使得学习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音乐理论知识，就一定

要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进行教学，单纯的一方面能力提

升是远远不够。老师可以在钢琴教学的过程中增加音乐设计

的环节，也就是音乐创作，让学习者通过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来把钢琴知识投入到具体化的创作过程中去。首先，老师应

该鼓励学习者自主的进行创作，在教授了相应的创作方法和

技巧之后，让学习者结合自身对音乐的理解去进行创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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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作出来的内容和类型是怎样的，老师都应当给予激励，

然后对一些错误的地方进行详细讲解，优化创作曲目本身的

内涵。其次，老师还应该将音乐创造和钢琴实践活动结合在

一起。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作品来说，作词、作

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演奏的过程和效果也是非常重要

的。当音乐作品基本的作词作曲完成以后，就相当于最起码

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并填入了血肉，但是必须要经过演奏和

创作才能称之为音乐作品。老师借助钢琴教学互动环节，加

大学习者的演奏力度和实践机会，让学习者从多个角度理解

钢琴演奏的意义以及其中的乐趣，强化学习者的钢琴学习记

忆，使其在实践的过程中打磨自己的钢琴演奏技艺，从而更

好地完成钢琴演奏。

4 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使得中国的钢琴教学课堂实现有效教学，

变得原来越具备趣味性，最为根本的一点是要从学习者的角

度出发，不仅仅要向学习者传授相应的钢琴演奏技巧，而且

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习者的音乐素质和艺术造诣，让其

认识到将歌曲本身、钢琴伴奏和二度创作结合在一起重要性，

才能够更好地把艺术和技术融合起来加强对音乐本质的升华。

因此，采取创新型的钢琴教学模式去激发学习者的学习潜能，

提升学习效率，进行发散性思维的创作，能够帮助学习者的

钢琴演奏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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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everal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in Early Reading 
Education 
Xiaochen Han 
Aurora College, Shanghai, 2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early reading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has begun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Most kindergartens 
have started early reading education activities. However, their overall reality has not kept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education 
theory. In this regard, the paper studies several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early reading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status quo and corre-
sponding measures, etc., hoping to bring some significance to the Chinese educ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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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期阅读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韩晓晨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中国·上海 200000　

摘　要

幼儿的早期阅读教育问题开始备受整个社会的关注，现在幼儿园大多开始了早期阅读教育活动，可是其在现实中的整体还是
没有跟上阅读教育理论的发展，问题比较多。对此，论文研究了早期阅读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现状与对应措施等，
希望给中国教育领域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早期阅读；教育；基本理论　

 
1 引言

教育部之前已出台过关于幼儿园的教育指导纲要，里面

提到需要将幼儿的早期阅读教育重视起来。比如，应引导幼

儿接触到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发自内心地感悟到丰富与

优美的语言，还利用不同的活动辅助加深对作品的感悟与思

考。此外，还应思考怎样激发幼儿对生活中普遍标记与文字

符号的热情和积极性，并通过图书、绘画等，调动他们对阅

读与写作的兴趣，特别是关于阅读与写作能力这方面的水平。

不过，还需要思考早期阅读教育目前的执行问题，以及遇到

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等，以及是否可以实现教育目标。这些

都需要教育人员加以思考，重视起来。

2 早期阅读教育存在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上文中已经阐述过，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就现在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幼儿园阅读教学现状而言，

早期阅读教育还是有不少较严重的基本理论问题，具体分析

如下。

2.1 阅读目标片面 

因为对早期阅读的认识不到位，比如有点太过看重认知，

以阅读为得到知识的方式，有的还会直接将早期阅读认为是

早期识字，这样，早期阅读的目标就被限制死了。具体表现

如下，首先，过于看重认知，只是觉得幼儿可以通过阅读获

取知识 [1]。其次，过于看重识字，集中幼儿的注意力到汉字上，

却不重视图画、色彩等。早期阅读教育的目标体系构成具体

是前阅读行为、前识字行为与前书写行为。第一种指给幼儿

提供具备文字的环境与阅读材料，让他们对书面阅读逐步产

生兴趣，并慢慢理解书面语言 ; 第二种则是幼儿在早期阅读时，

慢慢了解汉字特点、构成规律等，并可以区别汉字与非汉字，

还可以认识到比较普遍的简单汉字；而最后一种则是指培养

幼儿慢慢形成有意识的书写。其中，幼儿园老师对早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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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理解也会妨碍到现实实施效果，也就无法达成对幼儿

早期阅读活动培养的目标，那么就一定会影响到幼儿的长远

健康发展。 

2.2 阅读材料失当

会不会形成优秀的早期阅读，还关系到阅读材料的质量。

但是现在市场上的阅读材料真的是乌龙混杂，合适的阅读材

料非常少，优秀的材料更是很难找到。还有一些阅读材料内

容非常无趣，而且也十分直白笼统，缺乏思考与想象的余地，

根本无法培养幼儿的阅读能力与健全人格。此外，还有部分

阅读材料没有考虑到幼儿的年龄，总是超出了他们可以的认

知范围，有的还出现了有害健康成长的部分。

2.3 教学方法不当 

具体表现如下：过分在意识字教学，觉得比阅读重要；

一味看重记忆，总是要求幼儿全文背诵；不重视培养幼儿的

阅读兴趣、能力、习惯等。就像有些基本常规都应在幼儿时

期就养成，这样幼儿才可真正的健康成长，并在以后可以有

效流畅地进行阅读。 

2.4 阅读环境贫乏 

现在好多幼儿园在开展幼儿的早期阅读教育时，指导并

不科学合理，且环境较刻板，妨碍养成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

还无法营造愉快和谐的学习环境，阅读环境自然也就相对贫

乏。而幼儿的阅读兴趣与可持续时长和阅读环境就是息息相

关的，其具体包含阅读区与阅读墙的物理环境。调查显示大

部分老师忽略了为幼儿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没有安排足够

数量的桌椅，并随意布置阅读材料，不同类型的图书缺乏明

确的分类标识，且没有充分的涂画与记录符号等。其中，阅

读墙是具备图片、文字的墙面，可以极大程度激发幼儿的阅

读兴趣，并通过这些鲜明的视觉符号，加深幼儿对文字符号

的理解，所以能够有效培养幼儿的前阅读与前书写技能 [2]。

不过大部分幼儿园的呈现方式还是区域标示与主题墙，总是

一成不变的内容，尽管也会更换主题墙，可创设却是为了应

付管理人员与领导的检查，不注重幼儿的参与性。

3 影响早期阅读活动质量的因素

3.1 园长的教育信念 

因为幼儿园缺乏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订购教材，所

以选择课程与实施时较为自由，所以开展早期阅读的效果和

园长的教育理念也很有关联。如果园长能够认可早期阅读的

价值，那么就可以给幼儿提供相对便利的早期阅读条件，比

如丰富阅读作品等，也会和老师的考核业绩挂钩。反之，如

果老师不认可早期阅读的价值，只是为了应付家长，那么容

易通过错误的形式监控和评价早期阅读活动。那么老师就必

须经常组织幼儿学习表面式的语言学习，这不利于幼儿的长

期发展，还容易丧失幼儿老师的专业地位。

3.2 幼儿园老师的早期阅读知识素养与教学技能 

幼儿老师的阅读指导能力和其阅读知识素养与教学水平

也是有直接关联的，这需要老师在语言、心理、阅读策略、

教学法等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而如果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

那么老师就不知道需要创设阅读环境，在指导阅读时不注重

科学合理，也不知道要调动幼儿的阅读兴趣，或者只是关心

自己有没有达到教学目标，而不关心幼儿是否丰富了阅读经

验，这也使得幼儿丧失了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3.3 家长错误的早期教育观念 

中国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所以十分重视幼

儿教育。可是家长不是教育专家，尽管有的家长文化水平不低，

可还是会受到各方面价值观的冲击，自己盲目地教孩子识字、

写字，却并不关心幼儿的心理问题，且自身也没有幼儿阅读

教育相关的理论知识储备，只是把其当成是幼儿得到知识的

途径，眼中只有阅读成果，不在意培养阅读能力 [3]。如此一来，

阅读活动也就没有价值了，还很可能泯灭幼儿的阅读兴趣。

4 对早期阅读教育开展的建议

4.1 完善阅读目标 

有了目标，才可行动。而完善阅读目标，阅读才会更

加顺利。早期阅读最重要的培养兴趣，而且需要帮助幼儿能

够流畅阅读，从中获取一些社会文化经验，推动其自身的认

知发展，从而形成健全人格等。所以，幼儿园老师应该结合

不同幼儿的实际情况与认知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阅读教学

目标。

4.2 提供优秀的阅读材料 

学习价值表现为要匹配幼儿的年龄特点，并可以帮助幼

儿激发联想，培养倾听与专注阅读的习惯。这就需要阅读材

料有着清晰的图画清晰，突出感知对象，防止被其它外界因

素所影响。同时，语言应尽量生动形象，可以提供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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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材料。其实，幼儿的识字储备很少，而且多是形象思

维，所以阅读材料可以是初始的图画读物，慢慢添加图文并

茂的读物。同时，注意丰富图书题材等，让幼儿丰富自己的

语文感受。特别是注意不要用大人的眼光去要求幼儿，或一

味的道德说教，这样幼儿会失去阅读兴趣。时代一直在发展，

也应反映在幼儿的阅读作品中，这样才会给幼儿爱上阅读、

学会阅读奠定坚实的基础。 

4.3 给予有效的阅读指导 

老师的有效指导阅读，才可培养幼儿的阅读兴趣，逐步

提升他们的阅读水平。有效的阅读指导需要先确保幼儿身心健

康，激发阅读兴趣，如此才可确保顺利开展阅读教学。这时就

需要老师热情投入的教学态度，因为幼儿会利用观察和模仿老

师与家长的阅读行为，变成一开始的阅读行为。此外，老师让

幼儿感受到的阅读兴趣也会影响着他们，这些对幼儿来说都是

很有吸引力的。此外，老师可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幼儿主动阅

读，并因势利导，推动幼儿真正保持持久的阅读兴趣。如果幼

儿知道怎样正确阅读，那么就能在阅读中感受到其快乐之处 [4]。

在幼儿有了足够的阅读水平之后，老师就能引导他们和阅读材

料一起创造性互动，深入开展阅读经验。比如利用文字游戏、

写信等，可以让幼儿熟悉怎样使用书面语言符号。 

4.4 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 

儿童早期阅读指导需要愉快轻松的阅读环境，这样才会

接触到自己感兴趣的图书与文字，慢慢养成阅读动机。这需

要考虑到硬环境与软环境两方面着手。首先，要让孩子积极

接触阅读材料，需要有温馨的阅读光线，还要确保图书供应

充足，品种丰富，位置科学，便于幼儿阅读。同时，要让幼

儿在学习中感受到开放与平等，其中还需要老师积极关注幼

儿儿童的早期阅读行为，鼓励阅读，并与他们一起分享阅读

的快乐。

5 结语

总的而言，不少幼儿园确实也很重视早期阅读教育，尤

其是语言领域的教学，说明早期阅读教育已经在中国备受认

可与关注，不过其中还有不少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注意，所

以还需要相关教育学者进一步进行探索，切实保障早期阅读

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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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Reading Literary Classics 
Qiongying Yu 
Shanghai Montverde Academy, Shanghai, 200443, China 

Abstract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which has been passed down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is the symbol and spiritual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ivi-
lization. In this process,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have experienced prosperity and decline, but the classic culture still has a profound in-
flu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quality education, col-
lege education cannot stay in the teaching knowledge from textbooks, but also need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which can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Reading literary classics is conducive to the shaping of students’ person-
ality, and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ind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ir creativity. In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s to build a unique education mode based on literary classics reading.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ading literary classic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ounds the role 
of literary classic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reading literary classic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reference. 
　
Key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浅谈在文学经典阅读中进行思政教育　
俞琼颖　

上海蒙特沃德国际学校，中国·上海 200443　

摘　要

中国上下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历史，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和精神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经典经历盛世和衰败，但
流传至今的经典文化依旧具有深远的影响。思政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高校教育也不能停留
在书本表面知识的传授，更需要传承中国经典文学中的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在文学经典的阅读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文学
经典阅读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塑造，对学生心灵的培养和创造力的提升都具有显著的优势。新时代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需要
结合文学经典阅读，构建以经典阅读为主的独特思政教育模式。论文中，笔者首先分析了当前高校教育中文学经典阅读的现状，
阐述了文学经典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作用，最后探讨了高校思政教育文学经典阅读的方法，以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文学经典；思政教育；高校　

 
1 引言

在新一轮教育体制中明确的指出了思政教育的作用，伴

随着教育改革深入的进行，中国思政教育在高校中的占学比

重也越来越高 [1]。高校如何通过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和价值观念就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

题。如果能够在中国的文学经典中，利用各项文学经典为例

展开思政教育，不仅能够赋予传统思政教育以趣味性，更能

提高思政教育的效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具有一定

的帮助。

2 高校文学经典阅读的发展现状分析

2.1 大学生逐渐疏离文学经典

当代青少年大学生出生于信息时代，网络参差不齐的文

化对学生逐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现今，大学生对经典文化

的了解并不多，中国的经典文化也逐渐失去了传承，这是一

个不良的现象 [2]。中国的文学经典无一不是前辈们的呕心力作，

其中富含着深刻的人文思想和社会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代表。在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逐渐受到了侵

蚀，他们对传统文化知识甚少，加之现代化外来文化的影响，

更是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中国文学经典富含着深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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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想和价值观念，其知识点的学习在乎理解和吸收。而外

来文化是在青少年大学生成长和需求下应运而生的，更容易

受到当代大学生的青睐。这也是大学生逐渐疏离文学经典的

原因。

2.2 大学生缺少对文学经典阅读的投入

文学经典的学习并非一朝一夕的，文学经典需要学生以

平静的心态去细细的品味和感悟，更需要学生能够带着疑问

和思考去阅读理解。而当代大学生心浮气躁，很难坚持在文

学经典阅读的学习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会将时间

用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或是打网络游戏、或是阅读网络小

说等。也有些学生是喜欢文学经典的，但由于缺少方法和阅

读内容的选择而最终无法获得收获，最终不了了之。总的来说，

大学生缺少对文学经典阅读的投入，无法通过文学经典的阅

读来挖掘经典的魅力，也无法通过文学经典阅读来塑造健全

的人格和心理。

3 文学经典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作用

3.1 传承文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思政是高校教育的重点组成部分，青少年的大学生的思

想意识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思政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人

生观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践行

和传承 [3]。但传统的思政教育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

都是较为枯燥的，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不高昂，教学效率低下。

相反，如能在通过文学经典阅读来开展思政教育，在思政教

育渗透文学经典文化，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更

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如《楚辞》和《诗经》展现

了秦文化的深刻内涵；《史记》和《汉赋》展现了古代社会

的生活经验和经商理念；唐诗和宋词的拜读中，能够为学生

展现唐宋的繁华现象；明清的小说激发了学生对当代社会的

联想等。文学经典具有丰富的故事性，在思政教育中渗透经

典文化有利于加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进行文学经典阅

读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一场文化之旅、精神之旅和文明之旅。

而展开这条道路最好的路径则是思政教育，经典文化和现代

文明是相辅相成，正如经典和思政教育一般。因此，文学经

典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具有文化传承和兴趣激发的作用。

3.2 磨砺意志，塑造坚强的人格

在当前轻浮骄奢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学生的社会价值观

受到其影响逐渐出现了偏差。思政教育是纠正学生社会价值

观的重要方式，而要想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并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尤其是在传统教育的模式下，教师主导课堂，学生被动

式的接受学习，其思政教育更是低下。学生在潜意识里反抗

着思政教育，这是源于他们对思政教育的不理解。通过文学

经典，以案例的形式向学生展现出古时人们的经典故事，更

容易激发学生对思政教育的信服感。如卧薪尝胆展现了越王

勾践坚韧的品格；史记的创作展现了司马迁不屈的精神；呐

喊展现了鲁迅坚强的人格等。在经典文学的阅读中，学生情

感能够得到激发，他们将通过作者更加了解自己，从而提高

学生的意志，为学生塑造坚强的人格。

3.3 启发智慧，培养君子风范

经典文学展现了古时人们的谦谦君子风范，在文学的阅

读中，学生会主动学习其中的自然淡定和荣辱不惊。无论何时，

做人的基本不能忘记，思政教育要培养学生健全的社会观念，

就需要在其中渗透经典文学，传授学生公平的社会观念，引

导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思政教育和经典文化的结合，

有利于学生的智慧启发，让学生能够在遇到困难时处变不惊，

思考对策。在各式各样的经典文学中，向学生展示了不同的

生活情景和生命体验，能够引导学生感受不同的社会观念，

从而感悟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这为学生今后发展积累了

经验，奠定了基础，更是培养学生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和明

辨是非君子风范的有效的方式。

4 在经典文学中展开思政教育的方式

4.1 构建认知、价值、形式三位一体的经典阅读新
模式

人们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展现了其重要性，同样的，要想

展现经典文学的重要性，就需要提高学生对经典文学的重视

程度 [4]。经典文学是指能够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积累宝贵经

验的一些书。为了在经典文学中展开思政教育，首先要做的

则是加强学生对经典文学的认识。如经典著作的一些基本信

息，类别、创作时代和创作背景等，从而引导学生能够站在

作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经典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

即使放到现在也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对大学生的人格养成

具有指导性意义。新时代的环境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

生了巨变，阅读的形式也出现了不同。针对当前大学生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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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可构建认知、价值、形式三位一体的经

典阅读新模式，结合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从学生的阅读习

惯着手，逐步培养学生经典文学的阅读兴趣。

4.2 优化大学生经典阅读的生态环境

在新社会的环境下，现代化的阅读更加倾向于功利化和

娱乐化，经典文学面临着不容乐观的景象。为了更好的在高

校思政教育中融入经典文学阅读，就需要优化大学生的阅读

环境，针对大学生的环境社会需要从社会、学校管理两个方

面着手。首先是社会层面，要注重经典阅读时代氛围的营造，

只有引导了大众关于经典阅读的舆论导向，慢慢的改善功利

化和实用主义的阅读现状。其次是学校的管理，学校方面也

需要注重经典文化环境的建设，可利用课堂活动、教师引导

和图书馆升级等来加强大学生的经典阅读。在一个充满了经

典文化环境下，学生学习经典文化就能将被动转化为主动，

从而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3 善用网络媒体，减少无效阅读

丰富的网络资源，虽然能够为学生带来丰富的阅读内容，

但其中同时其中也蕴含着许多无效阅读。学生通过检索软件

可快速的寻找到各类经典文学素材，但如果缺少正确的阅读

方式，就难以发挥出经典文学阅读的重要性。重点是向学生

传递正确使用网络资源的方式，网络资源固然丰富，但要有

效的使用网络资源，还需要为学生合理分配网络娱乐时间，

要使学生养成利用网络检索信息的良好的习惯。其次，要加

强校园网络的监管，为校园网络营造和谐的环境，针对大学

生制定的正确的网络管理策略。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成也

网络，败也网络，合理的使用网络资源则能有效的培养学生

良好的读书习惯。

5 结语

中华传统文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是经历了历

史考验的民族瑰宝，为了在高校思政教育中传承和发扬经典

文化，就需要加强学生对经典文化的认知程度，引导学生在

经典文化阅读中不断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信心。

高校需要积极探索经典文化阅读中开展思政教育的方式，要

构建新型阅读方式，优化大学生经典阅读的生态环境，并合

理使用网络资源，减少学生的无效阅读，才能发挥出经典文

学阅读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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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Huxiang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Huxiang People 
—— The Practice Group of “Travelers without Borders” for 
Summer Vacation in Hunan Province 
Zhiran Duan　Yanan Su　Zijian Chen　Xinlin Jiang　Qi Tao 
The Practice Group of “Travelers without Borders” from Panjin Campus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
oning, 124000, China 

Abstract
Hunan is a province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the birthplace of Huxiang culture. A batch of excellent historical relics, distinctive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outstanding talents all show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m of Hunan. The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of the ancient 
sages have strong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unan Province. The province has cultivated many great people, such as Qu Yuan, 
Jia Yi, Mao Zedong, Liu Shaoqi, which made a glorious history there. Hunan culture, which formed in the long history, is the carrier of 
Hunan humanistic spirit. Based on Hunan spiritual cul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Hunan 
culture, explores the unique Hunan humanistic spirit closely linked with Hunan culture,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unan culture. 
　
Keywords
Huxiang culture; humanistic spirit; cultural heritage 

湖湘文化及其对湖湘人文精神影响的探究与发展分析——
“行者无疆”赴湖南暑假社会实践团　
段智然　苏亚男　陈子健　江新林　陶奇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行者无疆“实践团，中国·辽宁 盘锦 124000　

摘　要

湖南是一个悠久的省份，也是湖湘文化的发祥地。一批批精美绝伦的历史文物，一个个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位位
出类拔萃的精英人才，都昭示着湖南区域性的独特文化魅力。历代先贤的思想和言行，具有浓郁的湖湘地方文化特色，屈原、
贾谊、毛泽东、刘少奇等圣人、伟人，铸就了湖南“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历史荣光。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湖湘文化，是
湖南人文精神的载体。论文以湖南精神文化为线索，研究湖湘文化的特点、发展及其传承。通过悠久流传的湖湘文化，探索
与湖湘文化紧密联系的独特湖湘人文精神，并且针对文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为湖湘文化未来发展、湖湘文化与人文精神结
合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

文学经典；思政教育；高校　

 
1 引言

中国湖南是一处有着鲜明地域性文化并且稳定传承的省

区。湖南的文化自先秦的湘楚文化一脉相承，到宋明时期的

文化重心南移，在与南下的中原文化不断交融与激荡的过程

中，建构了新的区域性文化——湖湘文化。作为其载体，民

风民俗等艺术形式打上了深深的区域文化烙印，这正是湖南

之所以为湖南，湖南人之所以为湖南人的文化根源所在。作

为传统文化的“活”的展现，以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丰富

的历史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当代样态 , 可以说 , 在湖南悠久的文

化和历史的背后，就是有着千年文化传承的湖南人文精神。[1]

所以，认识区域性人文精神，要从该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入手，

深入探究湖湘文化及其意识形态。

实践期间，团队来到湖南在当地相关博物馆、文化古镇

等进行实地调查，在湖南人流量较大的繁华地带发放调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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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公众对于相关文化问题的认知情况，走进湖湘文化专

题讲座采访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校内校外共成功回收问卷

616 份，其中有效问卷 603 份，采访当地工作人员及群众一百

余人次，受访者覆盖各年龄段群体、社会各阶层人士，样本

选取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能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当前湖湘

文化与人文精神认知情况。现将调研所得数据与资料进行整

理分析、挖掘总结如下。

2 选择调研湖湘文化对人文精神的影响的原因

2.1 文化通过人来起作用

从哲学上来说，文化是智慧群族的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

群族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它涵括智

慧群族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是群族基于自然的基础上所有

活动内容。是群族所有物质表象与精神内在的整体。总而言之，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文化，其最终必定通过人来起作用。先进的文化能激励人，

落后的文化能阻碍人。

2.2 追求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当代大学生

要“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坚定理想信念，在推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爱国奋斗中不断实现人生理想

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

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追求先进文化有利于

坚定文化自信。

2.3 湖湘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贡献突出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从宋朝时开始

大放光彩，又在近代激发起了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其在

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可不谓突出。这是这份突出成就让我们

好奇湖湘文化究竟和湖南人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而湖湘

文化对人文精神的影响又对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有何借鉴意义，

成为了我们这次调研的课题。

3 湖湘文化概述

“湖”指洞庭湖，“湘”指湘江。“湖湘”之名用来指

代湖南地区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唐代诗人王勃《益州德阳县善

寂寺碑》中“虽复苍梧北望，湖湘盈舜后之歌。”一句。在

三面环山的 U 形地势下，相对封闭的湖南文化自先秦的湘楚

文化一脉相承，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

成了独具特色、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湖湘文化。

上溯至炎黄之时，湖南地区便已种植水稻。湖南大部分

地区地势较低，气候温暖潮湿，冬日又寒冷难耐；再加上湖

南地区远离古代中央政权，常为贬谪流放处，故称卑湿之地。

春秋战国之时，湖南地区隶属于楚国，这里也出现了以

屈原为代表的湘楚文化。随着时间流逝，汉文帝将贾谊外放

为长沙王太傅，《吊屈原赋》、《鵩鸟赋》、《过秦论》等

为湖湘地区埋下了后世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等精神埋下了种

子。汉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将屈原与贾谊并列作屈

原贾谊列传，屈贾文化也就此在湖湘大地上确立。

到北宋年间，潭州太守朱洞创立岳麓书院。随着朱熹、

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人在此处的讲学，宋明理学以岳麓书

院为基础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学说，湖湘文化也在中国历史上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作为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岳麓书

院代表了湖湘文化的高峰，也为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

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岳麓书院本身涵盖的心忧天下、经世

致用、敢为人先等精神是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大放光彩的

一个重要原因，而岳麓书院本身也逐渐的成为了湖湘文化的

缩影。

到近代革命时期湖南地区涌现出了无数的革命英雄，有

曾国藩、左宗棠等传统地主阶级，有谭嗣同等湖南地区的资

产阶级维新派为中国之变革舍生取义；有以黄兴、宋教仁、

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封建帝制，有以毛泽

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成就了新

中国的不朽伟业。

就此湖湘精神中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随着

近代革命思想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上升为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重要支柱。而“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也随着

千年来与卑湿之地和屈辱历史的斗争成为了湖南人形容自己

时下意识说出的评价。

4 调研结果分析

4.1 湖南人“霸蛮”的性格

“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这一句话是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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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访对象对湖南人性子的理解。从数据上来看，也有约

七成的受访对象赞同符合类似描述的湖南人的性格，且随着

对湖南了解程度的加深，对这句话的认可程度越高。

4.2 革命文化丰富湖湘文化

“半部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是湖南地区妇孺皆知的一

句话。从调研结果来看，革命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在公众内的知名度明显高于其他的文化。而在认可

度方面，大部分的公众认为革命文化作为先辈遗留的文化财

富，应当辩证看待，持有扬弃的态度。这些数据表现了当代

公众对革命文化的正面和积极态度。同时，对待革命文化的

正确价值取向，去粗取精才是更能取得当代公众认同的方式。

4.3 湖湘文化公众传播不足

湖湘文化的公众传播明显不足，景点参观更倾向于打卡

式。即使是在岳麓书院所在地的长沙，也仅有约五分之一的

人能正确辨别出岳麓书院及岳麓山的代表性景点爱晚亭，而

更多人却选择毛泽东故居及橘子洲头等热门景点。在对湖湘

文化传承的调查中，调研数据显示湖湘文化传承中占据主要

地位的问题是湖湘文化的宣传过于形式化，难以引起人们的

兴趣，并不能真正使得传统文化被大众熟知和敬畏。

4.4 湖湘文化传承面临困难

湖湘文化传承面临一定困难。我们的调研对象普遍表示，

某些文化的过于形式化是湖湘文化传承面临的最大问题。此

外，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明显的感受到湖湘的非遗文化，如湘绣、

民间剪纸等，因为缺乏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传承付出的代价

过高、宣传工作并不到位等问题已经开始慢慢淡出人们的视

野，而文化日渐衰微、后继无人的问题亟待解决。

5 湖湘文化对湖南的人文精神的影响

首先，湖南的地理因素造就了湖南人本身的“霸蛮”性格。

卑湿之地的气候与远离中央政权的客观条件为这里的人民带

来了与中原差异明显的“蛮气”，也成为了湖湘文化形成的

基础。

其次，湖南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湖湘文化的发扬提供了主

要推动力。书院不仅促进了湖湘学派的产生与发展、提升了

湖湘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理论水平，更促进了湖湘文化在湖

南内部乃至中国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书院这种独特的教育

机构成为了湖湘文化的中流砥柱。

再次，中央官员的贬谪、江西填湖广等移民潮为湖南地

区带来了原本不属于全新的文化。历史上的次次移民为湖南

人带来了兼收并蓄的性格，而湖南人将江西人亲切地称呼为

“老表”则正是这种文化融合最接地气的证明。

6 湖湘文化传承保护的建议

6.1 引导大学生参与文化保护工作，充分发挥现代高
校的时代引领作用

完善大学生参与文化保护的制度建设。要促进长沙市文

化管理部门与学校、社区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协同共管，做

到以地方的政府管理部门为主、以高校以及等其他社会机构

为辅，建立起完善的文化保护相关制度，将各类资源整合起来，

共同形成联合互动机制 [2]。

构建合适的活动载体，将湖湘文化保护请入校园并进而

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例如可以在学校内成立湖湘文化社团，

邀请各与湖湘文化有关的机构负责人或文化传承人定期来学

校开展宣传、授课等，学生可将社团作为载体，长期选派学

生代表到传承人家中或者工作室内进行现场学习，返校后组

织社团成员进行再次传授。以大学生通过社团自主学习的形

式，完成传统的湖湘文化在社会与学校中的对接，形成“1+1

＞ 2”的合力效应，建立自主、长效、有效的工作机制。

6.2 开发文化消费服务市场，要提高群众认识

将部分过于形式化的文化从高阁上取下，充分“接地气”，

是指走进寻常百姓家、走进公众生活里。开发文化消费服务

市场，首先要提高群众认识，应加大宣传力度，拍摄文化宣

传片、介绍湖南地区的非遗文化等；其次要引起不同年龄段

群体的关注，提高群众对文化的认识，激发消费者的兴趣，

如开设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定期上传相关资料，其中以

技巧、教程等趣味参与度高的文章、视频为主；另外，可开

发新的文化产品种类，将文化产品走进公众日常生活，使公

众乐于参与湖湘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6.3 引导部分非遗做到传承与商业一体化，形成独特

的湖湘文化的招牌

尝试引导部分非遗建立起现代化企业，做到传承与商业

一体化，形成独特的湖湘文化的招牌，那么将使得湖湘文化

有更高的知名度，从而让大众对湖湘文化有更深刻、系统的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44



185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认识。加大创新力度 , 塑造高端品牌。调查在市场上较受欢迎

的产品 , 将文化元素有效融入，并引进高新技术 , 创造新型纪

念品种类 [3]。

7 结语

论文通过行者无疆实践团在湖南针对湖湘文化及其对湖

湘人文精神的影响进行的实地调研，深入有关部门、普通公

众之中进行调查采访，结合后期的问卷结果分析与走访调研

反馈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客观分析了当前湖湘文化的发展现

状及其对湖湘人文精神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进一

步发掘和思考文化发展和人文精神塑造中亟待解决的困难，

并从政府、民间组织、公众等角度提出建设性建议。可以预

见的是，政府及国家有关部门仍是宣扬优秀文化、推动城市

精神建设的先行者。

综上所述，进入 21 世纪以来，湖湘文化在严峻的挑战中

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新时代催生的湖湘人文精

神也在广泛而深刻的体现出湖湘文化的突出要素。对湖湘而

言，要创建、缔造湖湘人文精神，就要深化对湖湘文化的认识，

改变重形式而轻内涵的价值取向，把文化建设和人文精神塑

造结合起来，使其不断选择、融合化、整合、重组，从而实

现文化的进一步宣扬，人文精神的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 饶怀民 . 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果及其特征 [J]. 湖南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学报 ,1988(1).

[2] 王飞 , 徐静宇 . 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现状及传承保护路

径探究——以沈阳市 H 学校为例 [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41):117-

119.

[3] 段海霞 , 谭芳 , 刘昱宏 . 湘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开发研究

[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9(04):21-23.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44



186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E-commerce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Innovation” 
Ting Liu 
Shandong College of Electronics Technology, Jinan, Shandong, 2502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commerce is inseparable from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the impac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on society is also manifested in all aspects.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market’s demand for tal-
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innov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e-commerce courses in vocation-
al colleges and proposes solution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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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背景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刘婷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山东 济南 250200　

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密不可分，电子商务行业对社会的影响也表现在方方面
面。为了更好地满足“双创”背景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论文重点探讨目前职业院校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
提出解决方法。　
　
关键词

“双创”；高职；电子商务　

 
1 引言

“互联网 +”指的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和现代通信技术，

使互联网和传统行业深入融合发展，形成新的发展形态和新

业态。在社会资源配置中，互联网发挥着重要的优化和集成

作用，社会、经济等各领域的发展都可以享用互联网创新成果。

“互联网 +”的发展一方面创新了经济发展的形式，另一方

面也向社会传播了创新理念。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市场也在不断完善，与传统行

业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电子商务业务已经渗透到各个

领域的不同行业，因而经济和管理类专业都将电子商务课程

作为必修或选修课程。电子商务的专业本身非常注重实践，

高职院校也提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二者在这

点上是一致的，所以，高职院校要改革和创新电子商务的专

业的实践教学模式，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 [1]。

2 “双创”背景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

存在的主要问题

电子商务是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无论是理论还是形式上都在变化，高校课堂教学也要紧跟时

代发展步伐，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同时传

统的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

2.1 复合型师资队伍缺乏

中国电子商务课程发展起步晚，高校在 2000 年后才陆续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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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电子商务课程，因此中国师资力量不足，这种情况直到

2012 年以后才得以改善，当时中国出现了一批高学历的电子

商务专业教师。与此同时，电子商务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综

合性强，要求任课教师具备完善的理论知识体系。目前的电

子商务教师大多是计算机、经济管理和营销专业背景，对电

子商务的理论知识并不太了解。

2.2 课堂教学方法落后

电子商务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要求都很强，很多高校的电

子商务课程在教学理念、师资和教学软件方面比较落后，只

注重相关理论知识教学，缺乏实践教学，实践课程设置较少。

课堂教学没有考虑到电子商务注重实践的特点，因而在课程

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仍然固守传统，以灌输式教学为主，这种

被动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也

禁锢了学生的求知欲。

2.3 教学内容陈旧

“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的电子商务也在迅速发展，不

断向人们展示发展的新成果，传播发展理念，但是很多高校

电子商务课程的教学内容还停留在过去，没有更新，教授的

都是过去的知识和技术，与现代的发展技术不同步，教学内

容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与社会脱节。目前高校所使用的电

子商务教材内容以理论为主，缺少针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应用

能力的教材。而高职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输出应用型人

才。教授陈旧、落后的教材内容会使学生跟不上时代发展，

无法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所以，必须不断更新和完善电

子商务教材，使之更适合当前的发展情况，注重培养应用型

人才。

2.4 完备的实践教学资源缺乏

“互联网 +”的不断发展对高校电子商务实践教学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子商务实践教学资源主要包括电子商务

实训室、实训软件、硬件等。目前，中国高校大部分都有电

子商务实训室，也配备了相关实训软件，模拟真实的场景，

这些实训软件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论知识，熟悉电子

商务网上操作流程，但是和实际情况中企业的电子商务运营

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效果并不好。一方面，学校

提供的电子商务实训软件过于陈旧，在仿真性方面较差，已

经远远落后于电子商务的实际发展情况，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需要改进和完善。另一方面，校内也没有建设实践教学基地，

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没有落实，学生实践缺少相关平台和基

地，这种情况已经严重阻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5 电商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脱节

电商专业教育和双创教育课程之间各自独立，无法将二

者在课堂教学中相融合，它们都从自身需要出发进行教学设

计和内容设计，没有考虑到电子商务课程的特点，没有将双

创教育课程融入其中，对于具体电商创新创业课程内容建设

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将电商专业教育和双创教育相融合

的根本就在于课程内容的建设。另外，电商专业教育和双创

教育的独立性导致电子商务实践教学双创教育不能很好地融

合。创新创业教育内容应贯穿专业教育课程的始终，将二者

相结合，而不能只是将创新创业教育当作通识课程或第二实

训课堂来看待。目前的双创实践并没有在电子商务理论授课

中得以体现，二者相脱节，对电商创业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了

解浅显，电商教学实践缺乏创新创业教育内容。

3 “双创”背景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

的改革措施

由以上对电子商务课程发展现状的探讨可以看出目前电

子商务课程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不能满足双创发展背景下对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要求，电子商务课程教学改革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高校对学生的培养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和企业对

人才的需求，不论是师资团队、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

这些方面的改革都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 [3]。

3.1 提高教师实践能力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

学习效果，如果教师只懂理论而没有实践经验，自然无法提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电子

商务教学改革应以培养教师为出发点，可以面向社会招聘有

电子商务实践经验或创业经验的人才，将其纳入教师队伍中，

或者邀请电子商务企业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以讲座的形式向

学生传递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此外，还可

以鼓励教师到企业进行实习，或进行电子商务创业活动，以

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和

学生分享这些经验，让学生对创业有一定的了解，从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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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地去学习和了解电子商务与创新创业，以此改变电子商

务教学的现状。

3.2 更新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

更新教学内容首先要调整教学大纲，明确创新创业对人

才培养的要求，在教学中更注重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的内容

和环节要经过细致筹划，通过课外实践作业，让学生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3.3 创新课堂教学方法

创新电子商务课程教学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其主动学习，通过课堂互动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提高学生

的课堂参与度，注意力保持高度集中。

①采用讨论教学法，教师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

最后由教师给出结论，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自主讨论更能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解电子商务的

类型这一知识点，可以让学生讨论淘宝网、京网等具体是什

么类型，让学生在分类的同时，对不同类型有更深入的了解。

②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提供典型案例，并通过案例分析、

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发散思维，解决问题，以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如在学习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时，提供当

当网的商业模式案例，让学生自主分析并认识不同商业模式

的特点。

③采用体验式教学法，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亲自体验电

子商务的原理和功能，比如可以让学生体验支付宝和微信支

付等电子支付方式的基本原理和功能，使其对电子支付有更

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④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法，即在课堂教学中贯穿一种模拟

的项目，这是一种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学生

可以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一方面巩固

所学知识，另一方面提高知识运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设计电子商务网站这一项目的

完成，需要学生调动所学的信息技术知识、电子支付方式、

物流管理、网络营销、安全措施等内容，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3.4 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实践教学改革是电子商务课程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以

往的实践教学太过形式化，改革要将实践教学与理论并重，

二者相互配合培养双创人才。

①教学中与理论相关的实践内容可作为课后作业让学生

在课外进行实际操作，比如网络营销课程，可以让学生自己

动手操作，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②学校应与企业进行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机会和

实习平台，这样学生才能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更深刻地理解

理论和实践的区别，从而使学生学会思考并运用理论解决实

际问题。

③模拟真实的创业过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将

学生进行分组，使其自主创业，进行营销、管理等操作，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④开展不同形式的竞赛活动，让学生在竞争中提高实践

能力。

3.5 改变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也需要随着教学方法的改变而做出调整，以往

根据考试成绩来进行考核的模式已不适用，电子商务课程中

实践教学内容较多，无法单纯通过考试来评判，因此考核可

以采用考试加学习成果的方式，需要考试的主要是理论知识，

实践内容则通过实践教学环节的成果来决定成绩，两种考核

方式要按照相关内容决定分值比重，这种方式更能全面地反

映学生的学习效果。

4 结语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企业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是高职院校的根本任

务。双创发展背景下，电子商务人才培养要有明确的方向，

不断探索和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使之更好地适应电

子商务专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

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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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up the Situation Skillfully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Yi Yang 
Hanlin Primary School, Suzhou Industrial Park, Suzhou,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Tao Xingzhi, a great educator of the people, once put forward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that “ac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educa-
tion and creation is the comple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is new world, which is mainly led by knowledge economy, any element 
that stands still and adheres to the conventions will be ruthlessly eliminated, and “innovation” will always be the focus and direc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Based on his own practice, the author talks about his own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n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
vative abi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ao Xingzhi’s creative education theory. 
　
Keywords
creative education; innovative ability; educational theory 

巧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杨奕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中国·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的教育思想。在这个以知识经济为
主要引领的新世界里，任何止步不前、固守陈规的元素都将被无情淘汰，教育也始终把“创新”二字作为其改革的重点与方向。
笔者结合自身实际，就如何在陶行知先生创造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谈几点自己的做法和体会。　
　
关键词

创造教育；创新能力；教育理论　

 
1 引言

所谓创造教育，即培养民族活力的教育，也是培养学生“独

出心裁”能力的教育。课堂教学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

是学生获取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接受思想教育的根

本途径。衡量一堂课是否成功的标准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

课堂上是否有生命、有创新、有个性。一堂好课不是在于教

给学生多少知识，而是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

和创新精神。 

科学家对人类的大脑进行过研究，发现大脑的左半球掌

管逻辑、理性，右半球负责直觉、创造力和想象力。任何复

杂的知识，都需经教者直观地呈现、讲解，变得形象化、具

体化，才能被学生吸收。传统教学中的机械讲解、背诵、做

题所调动的主要是左半球，知识直接由老师灌输给学生，缺

乏形象性、深刻性，难于理解，效果不言而喻。而“情境教学法”

恰恰能有效调动起学生的创新思维。情景教学法致力于创设

使学生身临其境的情境，从而有助于其理解抽象的知识，形

成自我感性认识。这种先感受后理解，或者边感受边理解的

活动刺激了大脑右半球的兴奋，与左半球交替工作，大大激

发了大脑的内部潜能，活跃了创新思维。学生在轻松愉悦的

状态下学习，效果事半功倍。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李吉林老师

一生致力于“情境教育”，其理念与研究成果获得了世界各

国专家的一致认可。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创设情境，

才能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呢？

2 以“疑”致“奇”，激发创新动机

好奇心是儿童的天性。伟大的发现背后都隐藏着一颗对

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牛顿因好奇“苹果为什么往下掉”发现

了万有引力；爱迪生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兴趣，后来成了举

世闻名的发明家。好奇心可以促使学生沉下心来观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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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猜想，主动参与思考与探究。好奇心不会必然诞生发

现者，但由此引发的积极探索行为毫无疑问值得我们去肯定。

笔者所任教的是小学低年级，孩子们的经验都非常局限。

语文课堂上，常常会出现他们所不能理解的词汇与表达。譬

如教学《红马的故事》一课，出现了“含苞欲放”一词。初

读课文时，就有学生提出不明白这个词语的意思，字典上解

释为“形容花将开而未开时的样子。”但我并没有采用字典

上的解释，而是出示了三朵百合花，学生的注意力很快从冥

想词语的意思转移到观察这些色彩明亮的花朵图片上来。“小

朋友们，读读课文中的这句话——一朵盛开，一朵含苞欲放，

一朵掉了一片花瓣在桌面上。再瞧瞧屏幕中的三幅图片：哪

一朵是盛开的样子？哪一朵是掉了花瓣的样子？哪一朵是含

苞欲放？” 图片对于孩子来说，有着更强的吸引力，观察图

片可谓毫不费力。同学们用排除法，很快就能一一对应，指

出那朵“含苞欲放”的花，然后我会让学生看着图片去理解

这个词的意思——含苞欲放就是花没有开、但即将开放的样

子。随后，我继续通过问题巧妙地将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

你在哪些地方也见过“含苞欲放”的花？它们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对这个词有了基本的认识，学生开始畅所欲言，能够在

老师的引领下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公园、学校、家里的阳台上、

马路上的花坛里……孩子们抢着说出许许多多“含苞欲放”

的场景，一个个眼睛里都闪着快乐的光芒。我们一起大声念

着“含苞欲放”这个词，更有几个孩子伸出小手表演含苞欲

放的样子，模样俏皮可爱，特别有趣。我确信这比直接告诉

他们字典上的解释有趣多了！

激疑是教学的重要策略。每一篇课文都有不止一个这样

的契机，我们要善于捕捉，在恰当的情境、恰当的环节质恰

当的“疑”，这实际上相当于抓住了孩子们的兴趣点。因为

感兴趣，他们喜欢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因为好奇，他们做

出个性的猜测，因为想探个究竟，他们开动脑筋，寻求答案。

孩子们享受大脑快速旋转的课堂，思维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观察能力、表达能力、探索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3 以“动”引“究”，活跃创新思维

学生习得知识，一方面依靠教师的传授，一方面通过教

师的引导，利用现有材料主动获取。传统课堂受工具、资料

的局限，大多只依赖于教师的讲解。现今，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资料查阅快捷方便，更多教师开始从“满堂灌”的课堂

中走出来。他们设置“动”境，给予学生自我探索新知的机会，

让学生借助已有的知识、技能主动参与学习，从而培养自主

探究的习惯。

如教学《冰凌花》一课时，我们知道，江南的孩子冬天

几乎不会看到冰凌花，当然也就不知道冰凌花为何物。所以

我觉得暂且先不忙着讲课，得先让学生去了解冰花，了解冰

凌花是如何形成的。当天放学前，我把这项任务布置下去：

通过询问长辈或查阅书籍、网络的方法了解冰凌花是如何形

成的，并能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当时我心里没有底，因为

这涉及到了物理学知识，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即使找到

了答案，理解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天，我检查孩子们

的完成情况，他们一个个坐得端端正正，显示出胸有成竹的

样子。我看到他们的课桌上大多都放了一张纸，想必是爸爸

妈妈为他们打印出来的。能做到靠父母协助完成任务已经很

不错了，那他们能否说出来呢？我喊了一位男生，男生没有

看纸，很自信地站起来，“我爸爸说，是房间里的热空气碰

到很冷的玻璃，然后结冰了，像花的形状。”我欣赏孩子的

语言。又喊起一位平时不善于发言的女生，“我问爸爸妈妈，

他们不知道，我让他们上网查，爸爸查到了，说冰凌花就是

冷空气和热空气‘撞’了一下后形成的，不过，基本只有北

方才有，我们这边冬天不是特别冷，很难见到。”这么小的

孩子居然能说出冰凌花的分布地域，出人意料 [1]。

设置“动”的情境，放手让学生去做，这能调动他们原

有的知识、经验，经过主动探索，产生新的认知。这样做不

仅活跃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他们甚至会在此过程中受到启发，

解决原有困惑自己的问题。

4 以“赛”制“乐”，鼓励创新意识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成功的欢乐是巨大的鼓舞力量，

它可以促进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请你注意，无论如何不要

使这种力量消失，缺少这种力量，教育上的任何巧妙措施都

是无济于事的。”成功的体验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教学中，

我们要为孩子创造追逐成就的平台，可以在情境下引导学生

进行比赛，鼓励大胆发言，勇于创新，在思维的碰撞与语言

的角逐中形成一股奋勇向上的状态。

《乌鸦喝水》一课中，小乌鸦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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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用小石子就可以喝到水。乌鸦很聪明，但是否这就是唯

一的解决办法呢？这是一道很好的思维发散题，我把全班分

为四个小组，先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小组讨论，交流自己的

想法，再进行“金点子”比赛，每组依次派一代表亮出自己

的观点，如若所提建议具有可行性、新颖性，则加一分。随

着分数的增加，大家的积极性也愈发高涨，孩子们在追求合

理性的同时向创新迈进。用叶子作吸管吸水，去附近找动物

小朋友借小碗，用细长的海绵吸水等。

教师在平时提问的时候，十个学生可能会给出十个想法，

而当以比赛的形式进行时，十个学生或许能给出 20 种回答，

尽管某些想法比较古怪，但这必定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值

得注意的是，一旦有学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思维形式，别具

一格的想象力，一定要马上大力表扬，这样，孩子们从比赛

中获得的成就感便会鼓舞其继续保持创造热情，创新的种子

也会在心坎上萌生嫩芽。

总之，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自身需具有创新

教育的意识，才能培养出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其次，在实践

中应善于摸索方法，寻找最适宜的策略。论文主要从情境设

置角度入手，结合案例简要谈了笔者在教学中的一些做法与

想法。殊途同归，我们的做法尽管千差万别，但最终目标是

一致的，即培养出独立自主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每个

孩子都有着巨大的潜力，教师应是他们创新之花的守护者，

相信在民主平等的教育土壤下，老师的精心呵护滋润下，每

个孩子都能开出最动人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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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You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ping Hu 
Yunnan College of Tourism Vocational, Kunming, Yunnan, 652001, China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young teacher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eachers’ self-worth, but also to the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young vocational teachers and analyzes how to better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young vocational teacher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浅析高职院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存在问题与对策　
胡丽萍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2001　

摘　要

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关系到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关系到高职院校整体教学质量。因此，论文从高职青年教师专业发
展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了如何更好地推进高职青年教师专业发展，以供参考。　
　
关键词

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化发展　

 

1 引言

随着学校教师队伍结构的改革，青年教师已经成为高职

院校师资队伍的主力，因此如何做好青年教师的教育培养，

促进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是当前高职院校必须要开展的课题。

那么什么是教师专业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教师专业发展

指的是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也有观点认为是促进教师教育能

力发展的成长过程 [1]。结合以上两种观点，可以看到教师的

专业发展是教师在进步、在成长的过程。教师在获得资格证

书后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具备强烈的

专业道德与专业精神，在从业过程中拥有专业进修的机会，

不断提升专业素质，具有专业权威性和自主性，拥有专业团体，

教学相长并获得快了与专业成就。下面联系实际，首先就高

职院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做简要分析。

2 高职院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科学认知与长远规划

在促进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青年

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让其在内在需求、信念、追求与精神的

推动下更好地成长进步。但当前，尽管高职青年教师有着较

强的专业发展意识，但缺乏相应规划，难以充分基于自身开

展专业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必须通过科学到位的宣传教育

深化青年教师的自我认知，使其正确认识的教学能力、职业

素养、未来发需求，在此基础上科学规划，不断拓宽个人发

展的空间 [2]。

2.2 缺少交流合作的平台与机会

在推进高职青年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合作机制

不完善、外在环境不利于教师专业发展等问题。具体如，在日

常教育教学以及寻求发展过程中，许多教师缺乏合作意识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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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竞争精神，高职青年教师之间难以形成合作群体，同

时学校也未能及时建立有利于教师共同学习、共同发展的合作

机制，导致校园内难以形成一种教育合力。再如，在科研方面，

高职教师们各自为站，缺乏合作意识，无法在校园内形成激浓

厚良好的学术氛围，从而导致教师的专业发展受阻。针对以上

问题，部分高职院校虽做出了一定的改进，如创建实施了集体

备课模式，但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并未取得多大效果。

2.3 缺乏健全完善的激励机制

除教师自身认识不足外，学校未能以青年教师的专业发

展需求为出发点来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与激励机制，也是导

致学校青年教师个人专业发展不足的重要因素。对于青年教

师而言，他们缺乏的是有利于自身专业发展的机会，而非一

些形式性活动。因此学校应根据青年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对

校内当前一些工作做适当调整，如相应增加教师外出参与教

师或科研的相关培训，创新教研模式、提高教研活动的实际

效果，健全完善校内的鼓励激励机制等，为青年教师的专业

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 [3]。

3 高职院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对策分析

3.1 研读教育论著，加强自我学习

作为一名教师，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在工作过程中，

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类著作加强自我学习，提高专业水平。如

教师可自主研读教育著作，从书籍中学习他人优秀教学思想

与方法，并结合自身教学情况与需求对自己的教学方案、教

学模式、教学方法进行调整优化，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养成

教育机智，促进专业发展。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青年教师要

尽可能选择与自身情况符合的、有利于自身专业发展的优秀

书籍，从而提升自主学习的有效性。其次，在自主学习过程中，

教师要将书本理论知识与教学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

上不断进行教学总结与反思，促进自身教育教学水平节节提

升。此外，在自主学习过程中自我反思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教师基于专业书籍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重点是进行

思想层面、认知方面的探讨。如反思自己想成为哪种类型的

教师、自己是否是往正确方向发展等。如果答案是否定或模

糊的，那么就需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专业发展的有效性。

3.2 培养反思能力，提高重视程度

首先，作为一名合格的教育者，高职青年教师必须具备

相应的反思能力。

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

方案、教学方法、教学态度，并根据实际教学效果撰写相关

教研反思报告。通过这样的过程积累丰富教学经验、优化教

学效果同时丰富专业知识，让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实践与反思

中不断提升、增强。而为培养青年教师的反思意识与能力，

高职院校可根据具体教育教学安排来组织创办教学反思与教

学经验交流活动，一方面增强青年教师的反思意识，培养其

的反思能力，另一方面促进校内各青年教师的沟通交流，同

时建立起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成长档案，有效推进青年教师专

业发展。除此之外，高职院校要通过适当的宣传教育来提高

青年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的重视程度，转变青年教师认知，

让其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对未来专

业发展有一个科学长远的规划，为日后的成长进步垫定良好

基础 [4]。

3.3 完善高职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在教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改革的当前，青年教师已经成

为高职师资队伍的主力，是高职院校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为此，高职院校必须高度重视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并采取

有效手段在校内建立起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共同体，进一步

增进校内青年教师的沟通交流，为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创造

良好外部条件，提供重要推动力。而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

们自身也需转变理念，树立正确认知，并积极相应学校号召，

抓住学校提供的机会与其他教师进行沟通协作，互相分享教

学经验、学习其他教师的优秀教学思想与方法，从而实现青

年教师群体的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3.4 建立“以自身为资源”的高职青年教师专业发展

机制

有相关研究指出，以教师自身为资源的专业发展包含了

五大核心要素：教学、反思、学习、研究以及合作。这五大

要素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为青年教师提供适合自身特点的

个性化发展途径。为此，在促进自身专业发展过程中，青年

教师必须扎根于自身本职工作，从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积累

经验、丰富知识储备、提升专业水平。具体如，在日常教学

过程中，教师要高度关注课堂、关注学生，根据教学计划与

学生学习情况、学习需求，不断反思自身的教学工作，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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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索实践更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从而促进课堂教

学效率提高，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与成长。可以说，教师专

业发展要学生学习进步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能让学生以更轻

松、有效的方式实现高效学习，就是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的

最直接体现和最有力说明。其次，在工作过程中，青年教师

要能不断强化专业知识学习。要努力抓住一切外出学习、进

修机会，不断更新自身教学理念、丰富专业知识储备，提高

专业水平。另外，在教学过程中青年教师要具备一定的研究

敏感度以及问题意识，可以适时把握研究动态、研究热点等，

并能科学运行相关研究成果有效推动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5]。

4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主力，青年教师应

正确认识到自身责任，认识到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并能充分利用一切有效资源加强自主学习、自我完善，促进

自身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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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ultivating Strategies of Students’ Lifelong 
Sports Consciousnes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port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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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fitness level of teenagers has declined, 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
cern in the society. How to improve the youth’s sports awareness has become a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training high-qual-
ity skilled talents.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 students’ physiqu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which affect students’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physical 
exercise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ifelong physical consciousness. Starting from the teaching concept, sports 
interest and sports a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s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sports interes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udents’ physi-
c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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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体育教学中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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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提高青少年的体育意识成为教育领域共
同关心的话题。中职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中职体育课程是强健学
生体质的重要途径，然而，中职体育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不利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论文从教学观念、体育兴趣和体育能力入手，探讨中职学生体育兴趣培养途径，以期促进中职学生体质健康。　
　
关键词

中职；体育；培养　

 

1 引言

自 1985 年开始，中国进行了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调

查显示，中国青少年体质不断下降，截止到 2012 年，青少年

体质健康连续下滑 26 年，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2017 年“学

生体质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高峰论坛中指出 [1]，中国青少

年肥胖发生率高于日本，体能指标全面不足，充分反映了教

育过程中教育重智育轻体育的现象依然存在，青少年未能形

成良好的体育意识，更谈不上终身体育意识，不利于青少年

的成长。中职院校作为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

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体育课程是强健学生体质、

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必要在教学过

程中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促进中职学生全面发展和健

康成长。

2 终身体育的概念

终身体育，是指人一生始终都在进行体育锻炼和接受体

育教育，是人们在一生各个时期所进行的身体锻炼和所受的

各种体育教育的总和。它作为一种新思想 [2]，是受终身教育

思想的影响，随着体育活动本身的功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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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生活观念、行为习惯的变化而产生。在中国是在 90 年代随

着体育改革和发展提出的概念。在其他国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继续教育专家朗格朗就提出了终身体育的概念。

3 终身体育的意义

终生体育对促进人的健康有着非凡的意义 [3]。健康不仅

是指身体无疾病，也包括良好的社会适应。终身体育对人的

各个生长时期都有作用，在生长发育时期，能够促进身体的

生长发育，在中年时期，能够使人精力旺盛，减轻工作疲劳；

在老年时期，能够延缓衰老，延长工作时间；同时终身体育

能够促进人与人的交往，改善人际关系，增强人的社会适应

能力 [4]；终身体育对培养人坚毅的品格，克服困难的能力也

具有重要作用；终身体育还对培养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培养

爱国情怀有着显著效果。

4 培养中职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必要性

4.1 培养终身体育意识是学生发展的需要

终身体育意识是指在体育锻炼活动中 [5]，所逐渐形成的

习惯和能力。终身体育意识不仅影响中职学生的个体健康，

同时也是中职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培养中职学生的终

身体育意识主要基于：一是基于中职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

提高中职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

从而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专业素质，磨练学生的意志 [6]，为学生

从事相关职业奠定基础；其次，在终身体育意识的作用和影

响下，中职学生要不断的学习和自我完善，在坚持不懈的锻

炼过程中，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体育锻炼的内在动力，促使学

生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从而使终身体育意识更为稳定。

4.2 培养终身体育意识是改进教师工作的需要

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教育阶段教师的引导和培养，

因此，中职体育教师应当理性看待和研究该问题，深入挖掘

终身体育意识的重要涵义，并融入到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中，

使学生对终身体育意识产生兴趣，并自觉地接受终身体育意

识的教育观念，形成不断学习、调整和强化的良好循环。促

进学生对体育课程产生良好的兴趣，提高中职体育教学效果，

真正推动中职体育教学发展，提高中职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为学生步入社会和自身发展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教师如要

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将培养学生终生体育的意识作为自

己工作中重要的一环给予认真对待。

5 中职体育教学中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策略

5.1 转变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终身体育意识要培养学生终身

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鼓励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终

身体育锻炼和体育学习的思想意识，掌握体育锻炼的相关技

能和方法，使参与体育锻炼成为学生自觉、自发的行为和习惯。

终身体育意识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关的体育知识和技能，

还应当对体育课程和项目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形成终身参

与体育锻炼的内在驱动力。然而在传统体育教学中，教师更

为注重体育项目技能教育，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学生对体

育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上，忽略了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学生

对体育课程的兴趣不高。针对该问题，体育教师应当扭转教

学观念，坚持对中职学生健康意识和体育意识的培养，并将

终身体育意识与体育课程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改善

传统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在中职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还应始终坚持“健康第一”

的指导思想，教师不仅要教育学生通过锻炼强健身体，还应

当适当加入健康知识、人体结构和体育保健方面的相关知识。

体育锻炼的目是围绕身体健康，出发点应是以学生为本的教

学思想，并深入研究人、体育和社会的关系，从而塑造综合

素质全面发展的群体。而体育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学

生体质，传递体育知识和文化，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促使

学生在中职阶段形成良好的终身体育意识。基于这两个方面

内容，中职体育教师应通过理论知识和体育知识的传递，激

发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兴趣，提高学生自我锻炼的能力，并对

自我锻炼结果进行有效、合理的自我评价，从而增强学生坚

持参与体育项目的信心，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为终身体育

打下良好的基础。

5.2 加强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

在中职体育教学中，加强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有助于

激发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兴趣，提高中职体育课堂教学质量，

并进一步促进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兴趣是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

效调动学生的内在驱动力，学生对相关的课程产生一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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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并自觉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探究式学习，因此，

中职体育教学要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意识，就应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中职教师应当深入分析和研究，

并结合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从中探索解决途径。笔者结合自

身教学经验，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教师应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和培养。每个

人的个性和兴趣爱好不同，其对体育锻炼项目的爱好也各不

相同。中职学生已具备相应的自主选择和自我锻炼的能力，

教师应当理性认识这一点，并在体育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根

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尝试和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项目，并在

体育锻炼中不断学习和积累，从而逐步增强学生参与体育锻

炼的意识，使其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其次，教师应当加强对教学内容的设计和选择。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体育课程内容应当不断更新和发展，保持学

生对体育课程的新鲜感，提高学生参与体育课堂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教师应当不断挖掘和搜集一些有助于提高学生体质

健康的体育项目，通过适当的调整和优化，使其符合课堂教

学要求，例如，在以往体育教学项目的基础上，实现对体育

器材的合理开发，以跳绳为例，在单人跳的基础上，可以适

当实现双人跳、三人跳或多人跳，不断丰富体育课程教学内容，

拓展体育项目表现形式。同时，教师还应当将一些适合长期

锻炼的体育项目融入的体育课程教学中，例如跑步、羽毛球、

武术、乒乓球和篮球等项目，为学生合理选择适合自身的体

育项目提供便利条件。在体育项目的设置上，应当适当结合

学生的体质水平，要从整体和个体两方面出发，既要符合大

多数学生的体育锻炼需求，还应当适当照顾个别学生的体质

差异，从而实现个性化、人性化教学，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

对体育锻炼的兴趣，使每个学生都可以从体育课堂中找到符

合个性化发展的体育项目。

最后，教师应改变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方法难以满足

现代教学的要求，因此教师应当积极转变教学方法，适当在

课堂教学中引入比赛、游戏等教学方法，提高中职体育教学

的趣味性，增强学生对体育活动参与的热情。在使用比赛、

游戏等教学方法时，教师应当认真思考游戏内容、环节和规则，

使课堂游戏、比赛既具有良好的趣味性，还应符合公平原则，

使学生在获得参与游戏、比赛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从而进一

步提升学生参与体育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教

师还应注意教学方式方法的变化，不应一成不变、因循守旧，

而是应不断推陈出新，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建立高

效的体育教学课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

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5.3 加强对学生体育能力的培养

在中职体育教学过程中，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需要学生

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有选择地体育锻炼，并形成坚持不懈的体

育锻炼习惯和能力。然而，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应当基于学

生具备一定的体育能力，主要包括：基本的运动能力、自我

运动的能力和自我评价的能力等，换而言之，即是学生应当

具备自身进行体育锻炼的能力。

首先，教师应当加强对学生体育理论知识的培养，引导

学生学习和研究体育教材，并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有选择

性的学习一些体育项目的书籍，促使学生深入研究体育项目

相关知识，并从中获得为什么要体育锻炼、哪些项目适合、

如何开展有效的锻炼等答案。增强学生对体育项目理论知识

的认知和掌握。

其次，体育锻炼终究要落实到行动中，因此，教师应加

强对学生体育实践能力的培养，以体育项目经验、技巧取代

传统体育课堂中的教学内容，实现体育课堂由传统的普及型

教学向提高型、体育休闲课转变。此外，教师还应当开展体

育保健、体育健康等项目课程，增强学生对健康知识的掌握，

具备自我健康管理和评价的能力。

最后，教师还应当增强学生组织能力的培养。由于体育

项目的不同，其规则和组织形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磨练学

生的意志，还应当培养学生的体育活动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

对学生步入社会提供有效的实践。例如，在篮球、足球比赛中，

每次由不同的学生轮流担任比赛的裁判、教练，既能锻炼学

生对比赛活动的掌控能力、组织能力，而且提高了学生的责

任感，为学生参与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实践经验，促进学生在

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有效的自我约束和管理，促进终身体育

意识转化为体育锻炼活动。

6 结语

在中职体育教学中，教师应当转变教学观念，加强对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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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增强对学生体育兴趣和体育能力的培养，

改变教学方法，增强中职体育课程的趣味性，构建高效的中

职体育课堂，促使学生将体育知识转化为实际的体育锻炼活

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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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rror Correc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Lili Wang 
Second Primary School of Jiangshan Road, Huangdao District, Qingdao C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00, China 

Abstrac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ften make mistakes in learning, learning errors will affect learning emotio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re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ir emotional changes will affect the growth of students, and the impact of learning errors in 
primary school is worthy of attention.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students’ psychology of 
error correction, help students form the habit of error detection, make students master correct learning method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error correc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discusses the impor-
tanc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habit of error correction, summarizes relevant research, and expounds the problem of error correction from 
the methods and form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rror correc-
tion teaching.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rror correction; teaching 

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纠错”探讨　
王丽丽　

青岛市黄岛区江山路第二小学，中国·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

小学生学习中时常发生错误，学习错误会影响学习情感，小学生处于认知发展关键期，其情感变化会影响学生的成长，小学
阶段学习错误影响值得关注。教师在数学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纠错心理的研究，帮助学生养成检测错误的习惯，使学生掌握
正确的学习方法，不断提升学习效率。论文探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纠错问题，论述培养学生纠错习惯的重要性，参考总结相
关研究，从小学数学教学纠错方法与形式方面对纠错问题进行阐述，为小学数学纠错教学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小学数学；纠错；教学　

 

1 引言

小学生在学习中难免发生学习错误，由于学生认知结构

不完善造成，学习错误打乱了学生的正常学习状态，使得学

生学习效率不高，学习错误在师生关系，情感态度等方面对

学生产生消极的影响。已有研究重视课堂纠错技术的模仿，

缺乏对学习错误本质要素的解读，缺乏对学习错误正确指导

的把握。小学生由于认知水平不足，解决问题时会出现错误，

教师要用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纠正错误，错误是学生思维认

知不到位造成，出现错误才能引起师生的注意，更好的指导

后续的学习。教师要让学生意识到纠错的重要性，指导学生

将错误作为进步的动力，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培养学生

纠错认真的习惯，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2 小学数学教学纠错的意义

纠错是以教师为教学主体，内容是纠正学习错误的教学

行为，使学生掌握正确知识，鉴于小学基础教育性，小学知

识应选择学理成熟的符合客观世界知识为课程知识，学习中

的错误是学生在学习中产生错误思维过程，小学生学习错误

是学习中由于推理错误及视觉经验影响等因素产生的认识理

解错误，学习错误是个别主观的，是对知识的畸形认知理解，

包括认知错误，方法错误等观念层面错误 [1]。

纠错教学是以纠正学生学习错误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活动，

教师通过教学设计纠正学生学习中的错误，达到改正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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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小学数学纠错教学是基于学术认知特点及心理状态，

基于小学数学课程知识特点，采取各种教学法帮助学生纠正

错误认知理解，使学生掌握正确知识的教学活动。小学数学

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目标是帮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教师

要重视习惯培养的重要性，意识到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有利于

提高教学效率，帮助学生养成纠错习惯，需要学生收集过去

数学题练习中的错题，学生通过收集错题整理，帮助学生树

立良好的学习态度，纠正以往不认真完成作业的表现。学生

将自己错题整理记录，方便翻阅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降

低学生做错题的错误率。

一些教师对相关知识教学后通常向学生讲授注意问题，

降低学生的错误率，但剥夺了学生自主探索的权利，大多数

教师发现学生错误后，通常选择反复练习向学生灌输正确的

方法，从建构主义角度分析，学生的错误不能依靠正确示

范得到纠正，必须通过自我否定的过程，强行灌输的纠错

方法难以使学生牢固掌握。学生出现错误后有的学生存在应

付心态，为完成任务进行纠错，有的学生直接抄袭同学的作

业，不能自己主动思考错误原因。教学中要想提高纠错有效

性，需要让学生意识到纠错的作用，使学生在纠错中不断 

进步。

3 小学数学教学纠错方法

数学学习是不断竭力正确认知的过程，教学中教师要用

资源的眼光看待学生的错误，分析错误的本质，有针对性的

进行纠正。要引导学生分析存在的问题，更好的巩固知识，

为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纠错习惯，可以通过错题集方法使学

生收集整理反思错误，避免再次出现相同错误 [2]。

对学生普遍存在的错误，教师要思考出现错误的原因，

可以将学生错误的过程展示，让师生在错误分析中发现问题

原因。如在教学四年级下册运算律时，分配律是学生频繁出

错的内容，如 132×97+2×132+132，计算为 132×（97+2）

+132=13200，未从整体把握题目，教师让学生观察思考出现

的问题，要求使用简便法计算时整体观察，提高计算效率。

只有选对正确的方法，才能快速高效完成解体。

 学生做错题的原因有多种，粗心是对知识全面性掌握不

到位，通过分析错误可以弥补存在的不足，分析原因时达成

共同认知，实现对知识技能的提高。如在教学六年级上册正

长方体时，有的学生对长方体表面积计算时未考虑实际情况

出现错误，如粉刷教室墙壁问题，很多学生求出六个面面积，

原因是学生忽视了现实情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周围实例

观察分析，在现实情境中抽象数学问题，正确解决问题。

学生出现错误及时纠正，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忘记，建

立错题集可以加深学生对错误的印象，避免下次出现相同错

误。建立错题集需要精选错题，分析错误的原因，举出相关

例子加深对知识的巩固。整理错题集对学生学习进步具有积

极的价值。如在教学分数加减法时，学生计算出现很多错误，

1/12+5/12=6/12，5/12+7/18=13/30，教师可以让学生分析

原因后整理错题集，便于下次学习中对照错误，通过整理错

误学生发现分数加减错误主要有结果未化简，通分未用最简

公分母导致错误率增高等。通过错题集活动促使学生反思，

提高学习效率。

4 小学数学纠错教学的形式

有效的数学纠错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缺乏的数学知识结构，

使学生学习得到进步，小学数学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纠错

能力，使学生认识到纠错的重要性，养成认真纠错的习惯，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小学数学开展纠错教学可以通过集体

纠错活动，小组合作纠错等形式进行 [3]。

教师批改过的试卷，学生通过自主订正后会加深印象，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集体教学纠错，要求学生查看试卷，

在试卷中找出错误题目分析原因，教师指导学生将问题分为

不同类型，包括由于不了解知识结构引起的错误及对某些知

识结构了解不够透彻引起的错误。让学生对错误进行纠正，

不会纠正可以先进行标记，课下向教师同学请教。如错题为

100÷2=5，学生出现错误原因是粗心疏忽，在进行错误纠正

时可以在错题旁写上正确答案，标明错误原因，避免下次出

现同样错误。

通过开展集体教学纠错活动，一些错误的题目及时得到

纠正，有些题目学生不能自己解决，教师可以让学生小组合

作进行纠错，学生可以在小组寻求帮助，如例题，除法算式

中商数为 16，余数为 8，被除数与除数和最小为多少？有的

学生得出答案为 120，说明学生未理解题意。小组纠错中学生

可以对题目进行讨论，通过合作方式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培

养学生团结协作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交流合作，保证小组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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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有效性。

小组合作形式进行纠错时，有些学生可能未完全理解题

意，对有些地方存在疑惑，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与同桌交流，

学生可以让同桌帮助理清题目解体思路，如两人对题目解体

思路都不清楚，可以寻求教师的帮助。如甲乙合修公路长

1000m，共用 20d，乙队每天修 20m，修建完成后甲队比乙队

多修 100m，求甲队每天修路长度。有些学生不理解题目的用

意，解体中找不到思路，导致答案出错。同桌之间相互交流，

可以使学生解体思路更加清晰，实现两人共同进步。

学习评价目的是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纠错时进行

正确评价可以保证纠错效果，通过建立科学的纠错评价体系，

可以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对学生的评价要因人而异，使每

个学生体验成功，激励学生树立学习自信。纠错教学中建立

过程评价体系，将学生学习表现记录评价表格，让学生关注

进步成长带来的喜悦，纠错的评价可从错误原因分析等方面

进行，培养学生良好的纠错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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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Current Affairs News Enter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Moral and Rule of Law Classroom 
Zhiyuan Liu 
No. 8 Middle School of Cangzhou, Cangzhou, Hebei, 061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link of the whole teaching system,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tage in students’ learning career.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ceiving quality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three views. The morals and the rule of law 
are humanities, which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students. In other words,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courses,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subje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level of students. A good teach-
ing method of moral and legal subjects will directly determine the quality level of students. 
　
Keywords
morality and legal system;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teaching mode 

让时事新闻走进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　
刘志远　

河北沧州第八中学，中国·河北 沧州 061000　

摘　要

初中教育作为整个教学体系的核心环节，是学生学习生涯中重要的阶段。对于初中生来说，在这个时期接受素质教育是为了
使自身三观建立。而道德与法治学科是人文学科，对学生的成长有着很大影响的。或者说，初中思政课，道德与法治学科的
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素质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良好的道德法制学科教学方式将直接决定学生的素质水平。　
　
关键词

道德与法制；新闻时事；教学模式　

 
1 引言

道德与法治学科在当下的教学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从

教师层面来讲，手段单一，内容枯燥，一味关注条文，使得

教学效率低下；从学生层面来讲，某些内容对于他们来讲似

乎是和自己的生活“脱节”的，所以他们并不感兴趣 [1]。再

加上需要记背的东西太多，在不理解的前提下背诵无疑是一

种痛苦。这个时候，新闻时事进课堂，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新闻时事具有教育性、多元性、社会性等特点，将它应

用到初中道德与法治中，不仅能够丰富课程资源，扩宽学生

的思维视野，也能构建社会发展与教育教学的联系，将道德

与法治的课堂教学真正贴近现实社会，并为思政课教育教学

创新与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 [2]。

如果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制定合理的教学模式，将学

科知识和社会时事紧密关联。不仅能够化抽象为具体，便于

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因为关联了时事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

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

所以，在中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入时事已成为初中德

育和法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大家重视起来。

时事进课堂，不能够把时事单纯地当课文的“例子”。

要认识到时事进课堂更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①时事进课堂，首先要突出时事教学的价值理念。在初

中的道德和法治课堂中引入新闻时事，可以突出时事教学的

价值观，这是学校德育改革与法治教育的必然要求，适应社

会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要明确时事进课堂的重要性，敢于

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研究新型时事教学方案，以推动学生

的综合素质提升，否则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

②时事进课堂，也要符合时事教学的基本要求。随着时

代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处于复杂而多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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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新闻，可以引导学生关心

社会热点，培养他们关注社会的爱好和兴趣，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地位，及时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状况，开拓眼界，从而

培养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恰当地融

入相关时事新闻，可以有效地满足当前时事教学的基本需求，

对于引导学生知行合一，让学生了解当前时事热点以及自身

未来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③时事进课堂，不仅是教学的需要，也是培养新一代接

班人的必然要求。在当下信息大爆炸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

意识形态领域对撞也越来越激烈。由于初中生的思想不够成

熟，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会有些学生形成极端主义，个人

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观念。学科教师可以选择典型的热点

案例作为课堂教学的素材，不仅是丰富教学内容，而且拓宽

学生认知范围，引导学生学会辨别是非对错、认清善恶美丑。

有助于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信息社会，初中生渴望获得更有效、多元的信息。在

各种社会实践中，学生可以在充分关注时事的前提下，了解

一定量的信息，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分析，学生的思维也可以

成功地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实现德才兼备的目标。

在具体的时事进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采用多

种方式多种渠道，让时事新闻真正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发挥

实用价值。

2 在选择时事案例的时要与课程内容紧密相

连，体现教学的针对性

时事的应用需要与教学的内容与目标相一致。这就要求

教师不仅要随时关注，广泛收集时事政治新闻，更要对新闻

内容进行筛选整合，提高教学应用价值。具体说，就是在授

课过程中，案例的选择和设计要坚持以下两个原则：

2.1 要从教材出发，从知识点出发

教材是理论的依据，新闻是对应事实。关联的知识点也

应该是现阶段初中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难点，因此教师在时

事政治选择中应围绕知识点进行，例如在“走进法制天地”

这一单元，在《法律在我们身边》这一课的设计中，教师可

以从近阶段的法律类新闻入手，分门别类地将相关法律问题

和社会时事联系起来，引入到课堂，让学生从实例中理解法

律和我们生活的息息相关。并增强“依法治国”的认识与理解。

2.2 一些典型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深化教材的主题

教师选择更有代表性的新闻时事，可以深化对教材知识

的讲解。例如在《我国基本制度》这一节的讲解中，教师可

以联系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结合相关新闻，从中国近

几年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和成就出发，让学生在理解“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时，深刻理解为

何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而深刻理解中国

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3 重视时事内容在导语设置中的重要性，激发

学生的兴趣

导语虽然在课堂教学中占时较少，却是吸引学生兴趣，

引出教学内容的重要手段。在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设计中，我

们对时事的导入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从时事中体会教材的理

论，并有效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例如在“我们共同的

世界”这一单元授课中，教师如果抓住当下疫情发展的趋势，

以热点问题为契机，充分利用大家都在热切关注的疫情问题

以及各个国家在疫情爆发时的言行，形象地为学生说明我们

处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国家间相互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进

而让学生了解世界的变化既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让学生更深刻的认识到“世界上

发生的事情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一味封闭是解

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4 避免教师一言堂，将讨论引入课堂，引导学

生掌握深入思考的方式

知识的掌握是为了能力的提升。而教学的本质在于师生

的互动。时代在发展，传统教学中的教师一言堂可以休矣。

今天的孩子，处在一个信息极度发达的社会阶段。甚至很多

孩子比教师懂得还多。如果此时教师仍然是根据自身经验对

课文内容加以讲解，往往会与学生自身社会性的发展之间存

在一定的出入，严重影响学生参与问题的积极性，甚至形成

老师念，学生写的尴尬场面，最终导致教学过程的失效。所

以在课改背景下，教师要充分信任学生，以学生为主体，针

对社会时事热点，激发学生的交流与讨论，为学生营造开放

性的互动空间。例如在《社会舞台上的中国》的教学设计中，

教师可以结合主题设计问题。联系当下，中国在打赢防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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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战，为世界赢得宝贵的抗疫时间后，又为全球的抗疫之战

做了重要的工作。请同学们针对自己找到的相关新闻，进行

交流，讨论最终实现对问题的探索。这样的课堂，既关联热

点激发学生兴趣，又能引导学生在时事中深刻掌握课本理论。

同时教学相长，让师生共同融入到时事问题的讨论中，进而

相互启发、共同发展。

5 重视及时的总结，提高学生的反思能力

完善而高效的学习过程离不开及时的总结与深刻的反思，

在初教学设计中，教师对时事的应用不能流于形式，要引导

学生根据新闻提炼课本的观点，同时反思自己，改进自己在

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以实现发展与进步。

现在的学生面对网络上如潮水涌来的信息，他们的认知

更倾向于接纳，而不是思考，基于此，在《合理利用网络》

一课中，教师搜集一些利用网络传谣的相关新闻，让学生说

说自己在网上都看到过、相信过哪些谣言，最后通过对谣言

的分析和驳斥，激发学生对网络信息的思考，以提高他们辨别、

筛选、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教学过程清楚而鲜明。让学生逐

渐学会如何面对各种资讯和不同的声音。引导学生对自我学

习、自我成长过程的思考，进而提高其思想素养。

总之，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引入时事新闻，既

是活跃课堂的手段，也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过程，也

是让学生们从课堂走向社会的目的之一。教师在课程改革的

背景下，从初中生的客观实际出发，对时事新闻进行整合与

筛选，引导学生知行合一，拓宽思路，深化认识，提高自身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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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Gam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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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education stage, good learning and education methods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ir future 
growth. For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is a more important subject. This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which not only involves 
the learning situation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but also has an impact on the in-depth study of students in junior and high school. This 
paper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learning methods of mathematic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mathematic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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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game;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数学游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探析　
刘丽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小学，中国·山东 烟台 264006　

摘　要

对于处于教育阶段的小学生来说，良好的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会对其今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对在校学生来说，数学学习
是一门比较重要的学科，这是一个入门的课程，不仅仅涉及小学阶段的学习情况，而且对于学生初高中的深入学习也有影响。
论文对小学阶段的数学科目学习方式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并针对小学生的数学发展和提升提出了一些策略性建议。　
　
关键词

数学游戏；小学数学；教育教学　

 
1 引言

随着中国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很多教育者

主张让小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下进行科学知识的入门学习，在

这个阶段进行科学培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对

小学生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针对他们的数学课

程进行适时的改革，根据小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

行科学合理的教育形式创新，不断提升小学生数学学习的积

极性和上进心，促进小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提升自身，获得

发展。

2 中国小学阶段数学教育过程中游戏授课的应

用概述

在教育的过程中添加游戏的环节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尤其是对于小学生这个群体来说。这个年龄阶段

的学生往往难以在枯燥的课程中保持长久的注意力，尤其是

数学课这种需要进行抽象思维的课程。因此，在课程的教学

过程中添加游戏环节不仅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有利

于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促进学生在游戏的帮助下，加强对

于数学知识的逻辑思维理解能力。

经过研究表明，游戏环节和教育课堂是可以进行有效融

合的，是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这种教育融合方式不仅仅可

以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而且可以在这种氛围中促使小

学生保持良好的注意力，加强理解力，将抽象知识更好地进

行掌握。为了达到以上效果，在对教学方案进行设计时，教

师应该着重考虑游戏教学的采用，将合理化、科学化的教育

教学方式带入课堂，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促进学生认知能力

的发展，为今后的学习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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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小学阶段数学教育过程中游戏授课的意

义分析

3.1 中国小学阶段数学教育过程中游戏授课促进集中
学生注意力

在小学群体的数学教学过程中，重视发挥方法的积极作

用是具有显著效果的。这一学生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

果仅仅采用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很可能达不到想

要的教学效果。课堂游戏环节是一个十分具有吸引力的设计，

小学生群体会对游戏具有格外的关照度，因为这符合他们当

时的身心发展特点。在小学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游戏教

学的加入，不仅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有效吸引学生进行主动探

索，还可以促进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因而在进行数学学习的

过程中，不断拥有更好的学习效果。在教育深入发展的过程中，

进行教育方式的变革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小学教育作为十

分重要的教学阶段，需要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不断创新形式，

促进教学成果的改善 [1]。

3.2 小学阶段数学教育过程中游戏授课促进营造良好

的教学氛围

数学课程因为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较为显著的抽象性和

枯燥性，因此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往往不能进行积极

思考和主动解决，进而影响到其知识的掌握。因此，在学生学

习过程中融入教学游戏不失为一种较为积极地尝试。在教学游

戏的带动下，原本枯燥无聊的氛围一下子活跃起来，学生会在

游戏的带动下进行主动地学习，对老师的动态进行主动地关注

[2]。同时，这种形式还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

在快乐的环境中接纳知识，不但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

有利于在今后的复习过程中通过游戏进行回想，促进教学成果

的改善。小学生对于游戏有着自身角度的独特认识，这种氛围

轻松活跃，可以有效地强化学习内容，改善学习效果。

3.3 小学阶段数学教育过程中游戏授课促进稳步提升

教学效率

对于小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数学学习是一门较难

的学科，他们在初始接触的过程中会感到陌生，学习起来也会

比较的吃力。面对抽象画程度很高的符号和运算，他们往往会

在迷茫之后陷入一种消极的状态。既不想找到解决对策，也不

想进行深入地思考，此时的他们也难以意识到一时的荒废对今

后的影响有多大。因此，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有必要在

学习过程中注重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不断通过新的富有吸

引力的教学方式，改善教学成果，促进新的学习动力的生成。

教育教学是一个系统性的持续发展过程，在初期的学习

过程中，良好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

良好的学习方法摸索都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因此教育

者需要加大对于小学阶段教育教学的关注力度。教育方式会

对教育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这是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的，为

了促进中国小学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教育的良好发展，有必要

针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教育制度的深入改革，不断探索新的

教育方式，促进学习现状的改善 [3]。

4 小学阶段数学教育过程中游戏授课的应用途

径分析

游戏授课的重要作用已经在上述分析中得到体现，因此

如何将这种方式进行良好的融入，需要进行不同方面的努力，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尝试：

4.1 小学阶段数学教育过程中游戏授课之在实际操作

中融入教育游戏

在实际操作环节通过动手的方式进行教育教学的融入是

一种较为合适的方式。一方面这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锻炼，另一方面，教育游戏在这个环节中得到了很

好地融入和发挥。动手和游戏似乎听起来就是十分有吸引力

的教学环节，可以让学生主动进行参与和发展，在动手操作

的过程中，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形成深刻的记忆 [4]。在小

学阶段，很多课程都会设置动手操作环节，例如音乐课的拍

手，语文课的角色绘画等等，这些环节在数学课中也有一定

的发展，例如在学习加减的过程中准备小木棍进行辅助学习。

学生操作和学生思考同时进行，不失为一种高效的学习方式。

4.2 小学阶段数学教育过程中游戏授课之在角色扮演

中融入游戏

数学教学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知识的学习，在不同的题型

中老师会设置不同的情境，为了使得数学学习更好理解，很

多教育者会选择角色扮演的方式辅助数学教育教学，在这个

过程中将数学游戏加入进来，会形成一种全新的尝试。这种

尝试是一种富有挑战性的尝试，会对小学生多方面的能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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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锻炼。学生在计算的过程中不仅仅可以进行情景化的思考，

还可以进行快乐的知识吸收，不仅高效而且准确，有利于提

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主动思考意识。角色扮演是一个灵

活的教育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还可以拉进师

生关系，不断促进数学课程教育教学的顺利开展 [5]。

4.3 小学阶段数学教育过程中游戏授课之以竞赛式游

戏开展教育活动

数学作为一门学科会有很多的教学形式和考核形式，其

中竞赛就是一种独特的教学和考核方式。这种竞赛学习其实

是在注重发挥竞争对学习的促进作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产生一定的推动力，不断激励学生去主动进行自我提升，学

习更多的知识 [6]。在竞争游戏中，学生不仅仅可以提高自身

应用数学知识的能力，而且可以在无形之中锻炼自身的抗压

能力，可以促进学生的多方面发展。同时，如果采用分组的

方式开展竞争优势，可以有效的大会团队的力量，提升数学

知识的学习效果。这种方式还有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团队合

作意识和交流分享能力，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可以

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在论文之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希

望能够给予大家一些启发，随着中国教育教学的不断改革和

发展，中国小学生群体的数学课程教育也需要进行不断发展。

为了改善数学学习效果，可以尝试将教育游戏引入教学过程，

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这一构想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在实践

活动、动手操作和竞赛游戏中充分发挥游戏教学的作用。这

种融合教学不仅仅可以使得小学生产生学习主动性，而且有

利于促进其进行不断深入思考，不断对抽象的数学知识形成

准确的认识，促进学习成果的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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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进工程测量技术高水平专业的建设，通过对目前中国职教政策、地域经济、行业发展需求等多方面的分析，论文从专业
结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优化整合、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等多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建设高水平专业
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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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水平，教育部于

2015 年 9 月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印发 <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 的通知》，明确提出实现高等

职业教育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等建设目标，并要求各院校在专业建

设上凝练专业方向、改善实训条件、深化教学改革，整体提升

专业发展水平。并积极支持紧贴产业发展、校企深度合作、社

会认可度高的骨干专业建设。为了持续性的推进高职教育的改

革，并进一步适应新时代对高职教育的新需求，国务院又于

2019 年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大幅提

升新时代职业教育专业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

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并要在到 2022 年，建

设 50 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150 个骨干专业（群）。可以

看出，在国家层面，已经对中国的高职教育专业建设提出了新

的要求，提出了建设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的目标。因此，

各个院校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纷纷上马高水平专业建设项目。

由于专业、行业、资源政策等多方面的不同，在其建设内容及



209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52

方法方面都不尽相同，他们之间无法直接进行复制，只能走自

身的特色发展道路，但对于高水平专业的评判来讲，却有着一

些共性，如专业与行业发展新要求的匹配性，专业办学条件的

完整性、专业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认可度等。论

文以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高水平专业建

设项目为例，简要介绍学校在该领域建设方面基本成果。

2 优质专业建设主要举措

2.1 遵循高职教育科学建设理念，树立先进的高职培
养意识

高职教育不同于专科、中职以及一般本科教育，其最显

著特点在于培养行业急需的生产、建设、管理及服务方面的高

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需要构建以技术应用能力及相应拓展水

平的课程及教学体系，坚持理论以必用、够用为度，强化实践

动手能力，在学生能力体现上，以“1+X”证书制度为目标，

而在教师队伍建设方方面，则以“双师型”教师建设为主 [4]。

在办学方向上，则以院校服务行业及区域需求为导向。云南能

源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在专业建设方面，严格遵循

中国高职教育建设的指导引向。多年来，在专业设置上，多次

根据国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调整优

化，没有使用固定不变的人才培养方案，始终能够适应云南及

周边地区对测绘行业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在课程设置上，一

直坚持专业性理论的全面、适可而止，又大量配置技术性课

程的实践教学，始终能够保证实践性教学占专业总学时的 55%

以上。学生就业时，其理论水平能够达到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

要求，同时，对需要进一步提升学历的同学奠定足够的基础；

而足量的实践性课程能够保证学生在工作时基本上做简单的培

训，甚至不需要培训就能适应工作岗位需求。在教学成果上，

始终坚持毕业证 + 多职业资格证制度，要求学生必考工程测

量员、地图制图员、地籍测量员等证书，且通过率都能够保持

在 95% 以上。应该说，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在专业设置方面，

能够很好地体现高水平专业的诸多特征。

2.2 全面拓展和提升教师团队专业水平

教师队伍的建设，是高职专业建设的骨干及支撑 [1]。本

专业教学团队结构合理，70% 以上教师都是“双师型”教师，

教授、讲师、工程师、实验师等中高级职称均匀，有省级教

学名师、也有大量的校级骨干教师，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水平

和素养，主持或参与多项省级、国家级科研及课题，积极参

加教学技能竞赛，获得多项省级、国家级奖励。为避免教师

知识结构流于理论化、固化，避免高职教育教学理论墨守成

规，每年寒暑假都能够派出相当数量的教师到世界各国进行

进修充电，大量派教职员工进入企业、生产一线，和实习学

生等一起参与多方面的实践生产活动，使得教师团队中具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工数量达到 75% 以上，积极引导和鼓励

教师考取行业执业资格证书。目前，该教学团队已有 3 人获

得国家注册测绘师执业资格且成功注册于相关企业；同时，

将派出一部分教师积极考取国家民航局的无人机驾照。另外，

学校多方举措，邀请企业单位进校为教师员工及学生传授生

产经验，使得在教学师资上广泛增加企业力量。

2.3 持续更新教材质量，优化教学资源供应

教材是培养学生职业意识操守、专业技能水平以及就业

或专业能力的主要载体，是影响高水平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因素 [2]，总体上，在专业教材选择及建设方面也一直处于

动态状态，从原来的一般教材到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再到基

于项目、生产情景甚至直接的企业工作手册，始终以贴近实际、

符合行业生产规律、适应最新的生产理论技术为教材选用的

基本准则；另外，有些专业课程在教材建设上没有跟上发展

的步伐，学校组织教师开发了一系列自己的教材，如《GNSS

定位技术》、《摄影测量与遥感》、《无人机测量技术》等，

进一步优化了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课程教材的结构，始终跟紧

时代发展步伐。在载体上，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教学手段，

在校园网、在智慧职教云、在超星网络教学平台等众多教学

平台组织形成了形式多样的教学环境，使得在教学资源供应

方面实现传统及现代信息化方式的平稳演进和对接。

2.4 紧跟行业发展步伐，随时更新专业理论与技术

测绘行业发展日新月异，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要

想办好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固守老方法旧思维、坚持老设备

是万万不行的，只要 2 至 3 年没有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引进

新方法及设备，其专业建设马上就落后于行业。近几年来，

学校为保证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在行业中的领先型，先后进行

了多次软件设备的更新迭代。在硬件上，从传统的光学经纬

仪、水准仪到全站仪、电子水准仪，再到单星、双星、三星

以及惯导 RTK、到摄影测量与遥感设备以及目前行业大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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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的测绘无人机；在软件上，从 CAD、CASS、MAPGIS、

ARCGIS、PIX 4D，Smart3D，Photoscan，EPS 等，基本覆盖

了该行业传统、电子、信息化及智能化测绘的发展路径。专

业教师也是完全经历的该产业发展的历程，能够及时更新专

业知识结构，都能够做到新理论、新方法一旦面世成熟，即

可熟练掌握，继而教授学生相应知识技能。

2.5 校企深度融合，持续加强产学研一体化

一直以来，学校在工程测量技术专业校企深度合作方面

加大办学力度，从 2006 年开始，学校就与曲靖市各县煤炭局

开展深度合作，投入大量师资力量，带领专业学生奔赴各大

煤炭生产企业开展煤矿生产能力核定，而后，又连续组织师

生参加了中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生产任务、国家林业权核查、

全国矿业权核查、农村土地确权、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农

村房地一体等众多生产项目，通过这些生产项目的参与，极

大地提升了教师实践教学水平，开阔了视野，对专业办学的

提升产生的积极的效果；此外，广泛参与校企深度合作，与

一系列生产单位直接合作，参与多种项目的设计、施工、竣工、

总结等活动，充分利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建设的机遇，

与生产一线的师傅共同探讨专业产学研问题，共同提升。此外，

为进一步提升专业师生的产学参与度，在学校政策的支持下，

成立了以专业教师为领头，广大专业学生参与为主体的校级

创业单位珠源测绘科技服务中心，该中心成立两年来，先后

带领大多数的测绘专业教师以及超过 100 名专业学生参加超

过 10 项的测绘生产任务，为持续提升学校测绘类专业的办学

水平及扩大社会影响力都产生的积极的作用。

3 专业建设存在问题分析

高水平专业的建设应该具有在行业及区域范围内的领头

及示范作用，但并不意味着独一无二 [3]，目前，在学校工程测

量技术转专业建设方面，由于行业、地缘经济以及辐射力等原

因，在高水平专业建设方面实际上也有一些局限性，主要如下：

①师资后备力量相对缺乏，由于学校地处地州，且主要

服务于煤炭行业，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相对不足，导致了近

几年在专业人才引进方面不太理想。目前，在教师团队团队中，

30 岁以下教师比例较小，若不抓紧时间解决，将来可能会影

响专业建设的持续发展；

②由于行业范围较小，“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目前，

云南省共有超过 25 所高职院校设置有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在

专业基本设置方面，已经大同小异，主要区别在于面向主要

行业的不同。近几年来，随着煤炭行业的夕阳化，学校工程

测量技术专业也将大头投向了建筑工程领域，这样，导致了

教学基本结构与其他院校的“同质化”。虽然在矿山工程测

量方向有所保留，但所谓特色，因就业面窄以及吸引力等原因，

还是显得不太明显。

③所培养学生的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提升。虽然目前专

业学生在就业方面效果良好，但专业学生岗位固化现象比较

严重。目前的学制以及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集中于本

专业范畴，学生的专业知识普遍获得社会认可，但其职业空

间的拓展受到了一系列的局限，很少能有学生可以从测绘技

术岗位走向管理岗位，这与国家层面提出的通过一系列措施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

4 结语

高职院校优质专业的建设离不开国家及地方高职教育政

策的扶持，专业行业环境对人才需求的促进、所在院校对专

业建设软硬件大批量的投入以及专业全体师生员工的无私贡

献。作为多年来的龙头专业，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得益于我校

源源不断的政策及资金建设扶持，行业理论技术力量的不断

发展以及全体测绘类专业教职工在专业建设上的全身心投入，

在近年的优质专业建设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包括被遴选为

云南省第一批，国家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专业、

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骨干专业、云南省省级“双高”

建设专业。以及在多年的就业方面得到了众多测绘用人单位

的高度赞同。随着专业建设力度及理念的不断深入发展，必

将为国家级优质专业建设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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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education industry has also been optimizing and innovating, and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has also changed. In the process of music teaching in some primary schools, teachers will appropriately add some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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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so as to better develop the teaching mode of music in primary schools.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game teach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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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行业也随之就行了优化创新，其中小学音乐的教学理念也发生了改变。在一些小学音乐的教学过程当中，
教师会适当的增加一些与音乐有关的小游戏在课堂当中，这样大大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从而更好地发展小学音乐的教学模式。论文针对游戏教学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当中的应用效果做出研究和探讨，总结其中的
经验，希望对于从事相关小学音乐教学的教师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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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自己孩

子受到的素质教育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学生音乐

的教学受到了很多的家长们的关注。其中的小学音乐的教学

尤其重要，因为小学阶段正是孩子最容易、也是最愿意接受

新的知识的时期，在小学就接受良好的音乐教学，可以让孩

子们培养有关音乐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基础，让孩子们赢

在起跑线上 [1]。根据大量的教学实践的研究表明，将游戏教

学适当的应用于小学音乐的教学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增强

学生们的实践能力，扩充小学音乐的教学内容，提高学生们

对于音乐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地综合性的发展学生的能力。

2 游戏教学应用于小学音乐的重要作用

2.1 改善音乐教学的模式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的不断发展，其中的游戏产

业已经完全渗透到了当代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学

生每天都会玩一会游戏来放松自己的心情。游戏之所以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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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吸引当代的学生，就是因为游戏具有即时收获的特征，

能够让游戏玩家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立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从而获得即时的满足感。将小学音乐的教学模式当中融

入游戏教学能够有效地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让学生能够通

过更多的方式来学习与音乐相关的知识，更好的理解和享受

音乐这门课程。游戏教学与小学音乐的教学模式相融合，能

够有效地改变陈旧的小学音乐教学模式给学生们带来的无聊

的感觉，让学生们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开拓自己对于小学音乐

这门课的理解，更好的发展学生，引领学生进入音乐的殿堂

之中。

2.2 扩充小学音乐的教学内容

一直以来小学音乐的教学内容都只包括了对于教材当中

歌曲的学习，让学生们会唱其中的一些简单歌曲以及用口风

琴之类的轻松易学的乐器进行教学，教会学生简单的使用它

们，这样的陈旧的小学音乐教学内容多年来一直没用什么过

多的改变和优化，一直延续着传统的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

民族类型的歌曲，让现在的学生很难真正的欣赏到音乐的美

感，而且传统的小学教学模式一味的将书本上的知识灌输到

小学生的身上，这样无法充分的调动学生们的对于小学音乐

的学习积极性 [2]。将游戏教学应用到小学音乐教学当中能够

有效地优化传统的音乐教学的教学内容，是内容更加的有趣、

富有内涵，让学生们从实践当中学习到音乐的知识，还能提

高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多方面的综合发展，这样提高了

学生们的兴趣，就会让他们自己更加自觉地去学习和理解小

学音乐的知识，并且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唱歌爱好，从而达

到更好的小学音乐的教学效果。

3 游戏教学在小学音乐教学当中的应用方式

在新时期的教学模式之下，小学音乐的教学已经不能够

只教会小学生们如何会唱那几十首简单的歌曲或者是会几个

简单的乐器的正常使用，而是要凭借着小学音乐的课堂的教

学过程，让学生们更好的了解到音乐的世界，从而有效地提

高小学生们的综合实力。而且，小学阶段正式学生们对什么

都好奇的阶段，但是注意力常常不会长时间的集中教学课堂

当中 [3]。如今的游戏产业风靡与当代学生当中，将游戏教学

与小学音乐教学有效地结合能够成分的调动小学生们的学习

积极性，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从而更好地让小学音乐的教

学继续的往下开展。总的来说，游戏教学在小学音乐的教学

当中有以下几个应用的方式：

3.1 选取适合的游戏教学的模式

由于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身心都尚未发展成熟，导致其

注意力容易分散，特别是对于鼓噪、一成不变的小学音乐的

教学课程更会感觉到无聊和厌烦，导致教师很难进行下一步

更深入的教学内容的实施，即使是教学进度不改变，学生们

对于这些枯燥的音乐知识也只是听过一遍便忘了或者是对这

些内容进行死记硬背应付了事，很少有小学生会对其中的音

乐知识进行自主的思考和理解 [4]。这些都可以通过选取最适

合情况的游戏来与小学生们进行互动教学来有效地解决。教

师要根据学生们的兴趣并可以适时的听取小学生们的意见来

进行游戏的教学，将游戏的过程有效地融入到小学音乐的教

学当中，让小学生们了解到小学音乐课堂的另一面，并且对

于这些游戏教学的内容实时的更新处理，尽量不要让学生们

产生单调的感觉，这样才可以让学生们对于音乐的知识进行

充分的感受，从加深对于音乐知识的印象。

3.2 在游戏教学当中让学生们互动合作

如今很多的教学课程当都采用分为各个小组的方式来进

行系统化的教学，并且取得了有效地成果。小学的音乐教学

模式也可以吸取其中的经验，来更好的优化小学音乐教学的

模式。在教学过程当中小学音乐教师可以将班级中的成员按

照情况或者是让学生们自己选择的进行分组，然后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适当的游戏教学，并且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要积极

地引导小学生们在小组当中的合作交流。指导小学生们在组

内进行合作交流，学生之间的互相学习，弥补不足，这样可

以充分调动小学生们对于音乐的注意力。同时，小学音乐教

师要积极地营造富有活力的音乐学习氛围，为小学生们提供

学习音乐的便捷途径。在进行小组分工合作的时候，小学音

乐教师要积极地引导学生们对于自身的充分了解，让小组的

各成员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这样才能够让学生们不仅能够

学习到音乐知识更能够培养自身的团队协作能力。

3.3 对于不同的年级进行适合的音乐游戏教学

由于小学时期的学生们心智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发展，

学生们的可塑性较高，因此，不同的年级的小学生的身心发

展完全不同。针对于这一点，在小学音乐教学当中，音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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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必须对于每个年级的学生采用其相适应的教学模式。针对

年级较低的小学生，他们对于学习新鲜的知识十分的渴望，

特别是对于富有乐趣的游戏教学十分的向往 [5]。因此，将游

戏教学应用于小学音乐教学当中能够充分地调动这些年级较

低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对于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可以采

用更深入的音乐教学，对于音乐教学过程当中把游戏教学充

分地发挥，让学生们能够充分的自主思考，让学生们在在游

戏教学的过程当中获得即时收获感，从而更好地调动学习的

积极性。对于五年级的小学生们可以采取通过教师对于学生

们心理的揣测，从心理上科学的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教师

们需要对于高年级学生的心理上的较大变化进行教导和引领，

让学生们能在富有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积极环境当中调整自己

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改变的心理。

3.4 协调好游戏教学和小学音乐教学的关系

对于游戏教学应用于小学音乐教学的目的是要以传授音

乐知识为目的的，音乐老师不能够为了营造轻松地学习环境

而忽略了重点教学音乐知识的目的，导致违背了游戏教学的

初衷，也会让学生陷于玩游戏的乐趣当中，而忽视了对于知

识的了解和理解。小学的音乐老师在进行游戏当中教学，要

严格的把控游戏教学力度，保证传统的小学音乐的常规教学

为主导，游戏教学知识穿插为其中的辅助教学的工具 [6]。这

样才能够让小学生们能够在游戏教学当中快乐的音乐知识，

从而更好的培养小学生音乐素养。并且，小学音乐教师需要

仔细的分析学生们的情绪和心理，让小学生们能够以最快的

速度融入到最新的游戏教学的模式当中，从而让更好的推进

游戏教学在小学音乐教学当中的应用推广。

4 结语

总结全文所言，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以及教育行业的变

革，小学的音乐教学的老师们必须充分地结合最新式的游戏

教学的模式，并吸取其中可以实际早教学过程有效利用的方

面，将其充分地融合到传统的小学音乐教学当中，这样才能

更好的优化小学音乐教学的教育模式，从老师和学生的各个

方面进行充分调动，改变以及被淘汰教育内容，从而更好地

调动正处于心智尚未发展成熟的小学生们的注意力，让他们

学得好，玩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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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has made many Chinese education personnel pay attention to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teaching. Because this requires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lassroom teaching,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has begun to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activity teaching. However, as far as student development is concerned, it is nec-
essary to arrange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activity classes reasonably. Therefore,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scientifically design activity class teaching. This aper forward the necessary solutions, hoping to bring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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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活动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国朗　

镇巴县泾洋初级中学，中国·陕西 汉中 723600　

摘　要

素质教育的持续推进，使得不少语文教育人员关注如何提升语文教学质量，由于这需要学生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初中语文
教学开始越来越重视活动课教学。但是就学生发展而言，合理安排初中语文活动课十分有必要，因此，需要初中语文老师科
学设计活动课教学。论文提出了应的解决措施，希望给相关领域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初中语文；活动课；教学　

 
1 引言

在之前课堂教学总是突出老师的主体地位，需要让老师

传授知识与教学思路，学生一般只需要带上耳朵听课即可。

而语文活动课需要明确让学生自行实践，学生可以主导学习，

并结合自身不同的学习需求自行选择。在上活动课时，通常

需要学生自己设计并自我体验。此时需要重视学生在这样情

况下的实践与感悟，需要关注其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体会与理

解，如此一来，学生能够得到深刻的印象，并切实提升自己

的学习能力。

2 语文活动课的问题分析 

因为初中语文活动课刚刚兴起，还缺乏相关的具体措施，

有的学校教学时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通常体现是混淆语文学

科性质、老师的过度夸大、教学组织落后等因素，以下将进

行具体分析。 

2.1 语文学科性质的混淆 

在教育届也讨论过语文学科的性质，认为语文课就是语

文课，不能当成其它科目。长久以来，之前的语文课形式已

经有了较大转变，可是还有性质混淆的问题。总是在语文活

动课上存在就是语文老师自己就没有正确理解语文性质，将

这门课与其它课程进行了混淆，觉得语文活动课也可以是地

理课、历史课、音乐课等，这样，语文活动课就失去了其本

身意义。我们看苏教版的语文实践活动课，主题是讨论社会

热点问题，有的语文老师喜欢在上课时谈论社会热点和政治

新闻，让学生也有很大的热情，积极讨论，也勇于表达自己

的看法 [1]。表面看来，学生都有了很好的融入，老师也十分

满意这样的教学效果，看起来是很棒的一次语文活动课。可

是因为老师模糊了语文科目的性质，只是在讲述政治观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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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没有联系活动主题，不能让这门课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2.2 老师过度夸大学生的自主性，忽视学生的差异性 

语文活动课需要学生基于老师的积极引导，可以主动参

与学习语文知识和技能，尽管看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可还是

需要老师的正确主导。可有的语文老师没有达到正确的理解，

所以上课时没有体现出自身的主导性，总是全部将课堂交给

全学生。而且还给学生放权，这样的话，课堂会没有秩序可言，

一片混乱。而有的学生也不认真思考老师提的问题，态度十

分敷衍，有时候没有思考就直接抄袭自己能找到的资源信息

等，或随心所欲地指手画脚，看起来有理有据，但只是空有

皮囊。语文活动课结束以后，学生也不可能掌握需要了解的

知识与技能，更别提符合语文活动课需要达到的要求了。而

且还出现了不少“学困生”，指的是学校教育时，学生没有

学习积极性，无法正常开展课堂活动，有时候情绪还很低落，

也容易感到焦虑与紧张，没有自信。这是现在的义务教育阶

段常见的问题，需要语文老师在课堂重视不同学生间的差异，

如果注意不到这些基本问题，有的学生只会一直在课堂边缘。

语文老师在设计一些具体活动时还会偏心部分学习成绩好的

学生，却不重视“学困生”，让他们没有足够的参与感，时

间一长，他们只会越来越偏离语文活动课堂的轨道。 

2.3 教学组织的落后性 

一直以来，语文课堂总是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率，教学

质量也无法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而语文活动课尽管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课堂的问题，可具体实施时，不少语文老

师还是只根据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一味地灌输式教学，根本

不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别谈创新，本来语文实践课程是

很有趣的，现在由于这些落后的教学组织只能是死气沉沉的

课堂氛围，并没有区别于传统的语文课堂，无法实现需要的

目的。

3 初中语文活动课程的对应策略

3.1 既要保证学生主体地位，又要做好老师主导作用 

第一，和传统语文课堂教学比较来说，语文活动课进行

时是需要强调学生主体的。这也是该门课程的一个大特点。

所以，老师需要让学生足够自主，可是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2]。 

另一方面，老师也不可直接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因此，进

行语文活动课时，不但需要确保学生主体，老师也要做好自

己的主导作用。就像，老师在设计活动时可引导学生的想法，

或在课堂完成后进行适时的点评与总结，确保活动质量。总

而言之，就是需要语文老师的机动表现。 

3.2 尽量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语文活动课教学活动

中来 

考虑到初中生这一群体自己的身心特点，设计语文教学

活动课是非常必要的。初中语文老师需要在教学中结合语文

知识和实际应用，保证语文活动课的足够特色。如此一来，

学生可以在老师提供的教学情境里更好地学习知识与技能，

这样也能够培养学生的基础语文素养，从而真正提高语文成

绩。语文教学强调整体，绝对不是个体式教学。而且，为确

保满足更多学生的学习需求，老师要积极引导更多的学生参

与 [3]。只有这样，才可符合最基础的教学要求。所以，需要

在设计活动时确保活动自身有足够的广泛适应性。如此，学

生就能够积极参与其中。此外，设计活动也需要注意分层式

管理，这样可以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

3.3 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 

对老师来说，应事先制定长久的语文活动教学方案。语

文活动课不是要求老师自主发挥，而是应提前做好充分的教

学设计与准备，不是说老师一个奇思妙想就能开始一次语文

活动课的。安排课程时，语文老师可针对一些方面问题总体

设计一个学期，并先拟好主题，接着层层递进。比如考虑听

说读写然后确立一个大的总体目标，接着细分阶段目标，确

定每次的语文活动课具体倾向于培养学生的哪些方面，再根

据这些预设与设计，不是所有的都要顾全，只是具体问题就

需要透彻研究。而在期末语文活动课总结时，就能发现学生

在这个阶段确实提升了自己的语文综合素养。

3.4 完善语文活动课的组织 

组织语文活动课，不仅要组织好学生，也要引导所有的

学生积极参与，能够在参与中学习并提高。其次，改变学生

的被动学习情况。老师应积极组织与设计，可通过习惯的语

文小组学习。首先，小组成员间针对具体问题分工，并搜集

不同的资料。其次，整合完善各自搜集到的资料，并阐述自

己的想法，不但能够培养说话水平，还能勇于展现自我 [4]。接着，

班级内交流，选派小组代表展示自己组的学习成果，其它小

组评判成果，并表达理由，同时整合这些小组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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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能够表示公平。然后请学生总结自己的收获，并总结这

次的语文活动课，如果有疑问或问题还可表达自己的观点。

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反思，并总结同学们的课堂表现，这样

还能很快地认识学生，有利于后续活动课的开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语文活动课需要尽量活泼起来，学生也要学

得开心与满足，不过也要注意有效的指导形式，并结合教学

目的与内容，安排合理科学的教学计划，思考怎样让活动更

推动学生语文水平的真正提升，而且需要在整个活动环节积

极引导学生进行学习的扎实掌握，最后由老师认真检查学习

成果。如此一来，语文活动课不但更加有趣还更加实在了，

所有的学生都乐在其中又学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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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ety has entered a new development period.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background,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has a great im-
pact o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idea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better carry out teaching courses and assign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so that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
ment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teaching work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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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新课程改革对于传统教育的冲击非常大。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传统教育的
相关管理方式以及教学理念都已经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转变。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教学课程以及教学作
业，需要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进行研究，使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时期背景下的教学工作。　
　
关键词

新时期；教育；管理模式　

 
1 引言

新课程改革对于现如今的教学工作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在当下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促进社会各

方面快速变革，教育也随着经济发展快速变化，在教育过程中，

教育形式与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都有了非常显著的改变。若是

不能够适应这种形式进行教学管理模式的转变，将会被新时期

背景下的教学工作所抛弃，难以实现有效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2 教育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管理理念落后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素质教育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同时

对学生的综合素养进行提升。经过中国许多学校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对于学生的主体地位并没

有进行尊重和提升，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还是教师的一言堂，

学生的素质教育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并且针对学生学习效

果的评价仍然是以分数为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缺乏其他的

评价指标，对于学生学习质量的评价缺乏客观以及合理性的

评价。而且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新的教学目标已经渐渐出现，

但是管理模式并没有与之相匹配，所以现在教学目标的实现

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持，实际的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提升并没

有得到实现，甚至会导致实际的教学质量下降 [1]。

2.2 教育教学管理目标缺乏

在许多学校当中，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往往是一直空谈，

并没有设置具体的教育教学管理目标，所以在许多学校当中教

育教学管理工作以及管理者及本人的思想观念非常落后，在实

际工作执行过程中并没有针对性的管理目标让其进行管理。在

没有目标驱动的情况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实际质量以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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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效率都大大降低，而导致的最坏结果就是学校本身的教学质

量渐渐变差，从而无法达到对新课程改革教学目标的实现效果。

这对于许多学校内部的管理者来讲，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对于

新课程改革的相关教育目标并没有进行重视，并且在实际工作

过程中没有进行真正的实施，所以传统的教育教学管理方式仍

然在大行其道，对现代的教学工作来讲，不能完全产生实际性

的帮助作用，有时候反而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 [2]。

2.3 师资队伍建设薄弱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为更加注重素质教育以及综合

性教育，所以教师队伍质量就成为实际教学效果的最主要影

响因素。在传统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许多教师本身并没有任何的专业知识储备以及理论基础，在

实际工作过程中仅仅是进行照本宣科式的课堂教学，难以开

展有效的以及多种多样的课堂教学来进行实际教学内容的开

展，不能够对学生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进行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大大降低。而且对于一些学校来讲，特别一些民办学校，

在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实行过程中，老师的流动性也非常大，

有些甚至是外聘来的兼职教师。有些管理者在进行管理工作

时并没有实际经验，所以导致管理工作形同虚设，甚至是完

全没有。所以针对于现如今的教师队伍来讲，进行综合素质

提升以及管理水平提升是非常必要的 [3]。

2.4 教育教学管理落实不到位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所开展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是以

人为本并且需要实现综合素质提升的。但是在进行实际教育

教学工作过程中，工作并没有将人性化管理进行真正落实，

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对实际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无异议的管理制

度，导致教学管理制度过多而且泛滥。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

执行过于表面，对于实际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来讲并没有任何

意义。[4] 过于臃肿的制度，再加上理念缺乏以及理念落后的

管理人员，导致新课程背景下的传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仍然

在发挥着极强的影响力作用，对于新课程改革教育教学工作

的大力推动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3 新时期背景下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研究

3.1 提高教育教学管理理念与先进意识

与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来讲，在执行过程当中，执行主体

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为了提升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实际质量

以及执行效果，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对管理者的思维以及理念进

行提升。通过对新时期背景下的教育教学工作目标以及教学要

求进行深度解析，使各级管理工作人员能够充分认识到新时期

背景下的教学工作任务以及教学性质，充分认可教育教学管理

模式的更新以及改革，并且将其作为在今后工作过程中的指导

思想。在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过程中，用先进的理念以及意识来

开展实际管理工作，促进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质量的真正提升。

3.2 完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

在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时，需要管理制度作为其实现

的基础，并且为其实际执行提供可靠的支持以及理论辅助。

对于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讲，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都需

要制度拥有规范性以及标准性。对于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来讲，

因为涉及到国际民生，所以更加注重制度的规范性和标准化。

对现有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提高现有

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执行力度。基于新课程改革背景进行教

育教学管理工作，需要对与形成改革管理制度不符的，或者

是会阻碍相关的改革，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执行的相关传统制

度进行淘汰，以新课程改革课程目标要求为基础进行现有制

度的完善，实现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增长落实，避免教育教

学管理工作成为一纸空谈。

3.3 确立更加严格及标准的教学标准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管理工作非常单一，在实际

执行过程当中没有对以学生为本的思想进行重视，并且也没

有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进行培养和提升，所以学生的全面

发展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在新时期发展背景下教育教学管

理者应当根据现如今的新课程改革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要求作

为基础，对现有的教学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和更新。通过更加

多元化的视角，对现如今教学管理工作进行解读。因此在实

际管理工作过程中，管理者应当充分认识到新课程背景下以

人为本的教学原则，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充分重视以学生为本

的主体地位，真正的以学生的角度去对教育问题进行考虑，

同时对自己教师身份进行坚定，确保教学管理计划能够具有

可行性。教育教学管理者还需要对实际教学工作进行阶段性

的划分，更好地将实际教学计划进行落实。

3.4 提升教师队伍素养

因为新课程背景下教育教学管理的相关理念进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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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传统的教学以及管理方法和评价标准，对

于现如今的教育工作来讲并不完全适用。所以教师应当充分

认识到新时期背景下教育教学工作的巨大转变，并且将自身

教师岗位所需要进行的改变进行重视，并且在实际工作过程

中或者是其他时间针对新课程教育教学工作要求以及未来的

发展需求，对自身的素养进行提升，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以

及技能水平。学校应当充分认识到，新课程背景下，教师队

伍素养提升的重要性，积极组织开展大规模以及高质量的培

训，切实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养。对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来讲，

引导教师在新时期背景下自主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更好地适

应当下形式开展教育教学这一块的工作，增强与学生之间的

有效沟通，加强课堂管理效率，提升实际教学质量。

3.5 开放性的教育教学管理系统建设

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对于学校来讲应当只由学校内部教师

来进行管理，应当加强开放性平台建设，使管理平台当中既有

学校教师，同时又有学生家长以及学生本人。通过开放的管理

平台促进教师与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有效沟通，针对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的相关问题以及建议进行及时的反馈和解决，提高教育

教学管理工作的实际工作质量。通过更加开放的平台能够使学

校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知名度大大增加，与社会活动相融合，

通过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平台来促进多方交流，促进学校本身

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长远发展以及不断完善 [5]。

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如今的许多学校当中，

由于人口的流动，有外来学生的存在，这部分外来学生因为

是从外地转入，所以在与本地学生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会存

在一些问题。学校本身应当针对这两种学生群体的融合进行

调节，使所有学生都能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享受同等的教学

资源，不会因为地域区别使学生群体之间出现冲突，导致教

学管理工作出现问题。教师应当在此教学管理过程中对所有

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因外地学生或者是学生本身的学习水平

低下而另眼相待。帮助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够逐渐养

成开朗乐观的心态，在学习与生活中更加自信 [6]。

4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背景下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具有了更

高要求，在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下教学更加注重综合

素质教育的提升。所以无论是教师队伍还是教师教学工作，

都应当针对现如今的新课程改革，教学工作目标以及未来发

展需求来进行改变。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工作，

促进教育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在未来的发展过

程中，教育教学的管理模式以及教学形式都会不断出现变化，

因此应当不断的对自身的相关理念进行更新，更好的适应不

断变化与发展的社会形势和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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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f “Project Management” Based on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Jing Xue 
Shenyang City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udents has gradually been promoted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the curriculum has shown a more vivid style. On the lev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has been reformed 
and optimized in line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so that the students of the un-
dergraduate school can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classroom learning, while cultivating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y can als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and develop the integrity of the curricu-
lum.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mote 
students’ in-depth study and research on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course. 
　
Keywords
practical ability; project management; teaching reform;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practice 

基于实践能力培养的《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改革　
薛婧　

沈阳城市学院，中国·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

随着现代教育的不断发展，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大学的教育中逐渐得到了提升，课程呈现出更加生动的样式。在课堂教学层面上，
教学内容跟随时代的步伐进行了改革和优化，促进课程的创新型发展，使本科学校的学生能更好的融入到课堂的学习中来，
在培养其理论功底的同时，也能根据课程的要求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将课程进行完整性的开发。论文旨在研究在《工
程项目管理》教学改革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对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深入学习和研究。　
　
关键词

实践能力；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式；教学实践　

 
1 引言

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本科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

其是在《工程项目管理》的科目中，更是需要将学生的实践能

力更好的激发出来，不仅仅要通过理论学习的内容进行建构，

更要通过实践的形式进行凸显，帮助学生能更好的理解工程项

目管理的理念和内容，帮助学生能更好的进行教学和研究，促

进学生对知识方面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教学改革方面，教师一

定要学会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传统的教学模式中

不适合现代发展的内容进行大胆的摒弃，将现代的教学内容和

方式，实践化教学手段，例如，职业角色扮演、情景化教学、

分组学习、实验实训等方式融入到当前的教学中来，促进教学

的有利发展和实践。

2 《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其

重要性探究

2.1 教学改革能提升《工程项目管理》的教学质量

《工程项目管理》的教学中，实施教学的改革能有效的

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促进教师在教学中高质量的完成教学的

内容，帮助教师更好的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人才和工程项目方

面的技能，促进本科教育专业能更好的发展，让更多喜欢工程

管理的学生能走到大学相关的课程中，不断提升教育的质量和

水平 [1]。

2.2 教学改革能提升《工程项目管理》培养技能应用

型人才

课程的改革本身就是先前的教育手段不能完全符合现代



221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56

课堂的需要，才会更好的拓展相应的新的教学模式，让更加适

合课堂或者此项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实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和综合素质、专业素养的提升。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是大

学教育的应有之义，《工程项目管理》教学具体到工程项目管

理这一专门的领域的人才培养。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产

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行业对于人才的要求也会出现变化，而

开展《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改革，无疑是为了使其能够及时跟

上行业发展的变化，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实现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的无缝衔接 [2]。

2.3 教学改革能弥补《工程项目管理》教学中的弊端

在现代的大学《工程项目管理》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与

行业发展结合的不够紧密，学生们不能更好的将学习的内容和

今后工作的内容相结合的弊端，现阶段进行教学改革，就是要

将这一弊端进行相应的改进，让学生们在学习中将实践能力和

操作能力提升上来，更好的将工程项目管理的经验和实践操作

的内容和今后工作的内容相结合，更快的能适应今后在工作岗

位上的发展，少走弯路，不需要工作后进行实训提升。

3 《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改革的策略研究

《工程项目管理》的教学内容是跟随者教学进程进行演

变的，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因为学生们的发展路径和学习方

式进行相应的转变，不断将学生的学习素养和学习内容进行

提升，更好的将《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的目标

完成 [3]。

3.1 通过实验实训的方式将《工程项目管理》的课程

入脑入心

实训基地是工程项目管理教育当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它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保障。同时，实训基地的建设是

教学实施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实训教学更是离不开完善的实训

基地的支撑，《工程项目管理》教学也不例外。《工程项目管

理》课程在以往的课程形式展现中，往往是理论的内容居多，

在实践和实训方面比较欠缺，但是针对《工程项目管理》课程

的实践形式决定了，要想真正的了解通透《工程项目管理》的

内容，必须走入一线进行实验实训，通过实验实训带来的经验

和教训进行接下来的学习和教学安排，才能更加有利于学生们

对知识的理解和提升，才能更好的发展学生的《工程项目管理》

的学习价值，更好的将《工程项目管理》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

在学生的学习中，提升学生适应社会岗位和工作的能力，帮助

学生形成思维的活力。例如，教师在讲授关于工程项目管理内

容时，单纯依靠课本的内容进行讲解，学生们对项目的工期、

项目的开发和后期等一定是茫然的，即使学会了理论上的内容，

在今后工作岗位的操作中也一定是生疏的，因此，教师要给予

学生更多的机会进行实训和演练，将学生的工程项目管理方面

的学习理论去实训中进行展现，在实训中展示学习的成果，并

且真正的走到工地或者工程项目所在地进行观察，帮助学生实

践能力的提升。

3.2 通过小组学习的形式将《工程项目管理》的课程

自主实践性展开

小组学习的形式本身就是学生们自主探究学习的内容，

自主学习相关的程序方面的经验，在小组学习中，很多的教师

在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教学中，往往是自己的“一言堂”，

忽视了学生的发展，也减弱了学生们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在

现在的大学校园中，很少有课堂的氛围能将自主小组学习带动

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对《工程项目管理》的课程进行相应的

改革，将小组学习的形式更好的融合在《工程项目管理》的课

程中，促进学生的思维开发和理解，形成大学生更加有力的自

主空间，将问题化解在小组内，相互帮助，互相解疑。例如，

在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教学中，教师就能通过学生进行小组合

作学习的形式，让大学生们更好的分工协作，在分工协作中更

好的将工程项目管理的前期、中期、后期的工作完善到位，更

好的将学生的自主学习思维和自主实践的意识提升上来，促进

学生的发展和技能的提升，展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学习

能力，将现阶段的《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内容进行完全的优化，

促进实践教学素质的改革发展 [4]。

3.3 通过职业角色扮演的形式将《工程项目管理》教

学实践性展现出来

职业角色扮演是围绕着情景教学的内容展开的，教师只

有利用这样的形式进行探究教学，才能真正将教育改革的内容

真正的落实在工作中，展示在学生今后的实践中 [5]。教师进行

职业角色扮演要紧紧围绕《工程项目管理》课程进行展开，在

关于项目工程的教学中，让大学生们进行模拟的情境展示，例

如，进行工程项目管理中，可以利用沙盘教学的情景化教学模

式，将职业角色进行深入的扮演，在情境展示中，可以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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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日常工作内容和细节进行演练，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学生

在学习中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智慧的开发和动手动身能力

的体现。

4 结语

大学《工程项目管理》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实践性的

教学内容融入到教学中，教师应该从自身《工程项目管理》教

学的实际出发，参照课程的相关要求，确定教学改革的具体内

容，并制定科学的策略，推动大学《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改革

不断走向深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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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eaching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 
school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trend. Related practic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high-level English blended learn-
ing based on e-learning platforms has an irreplaceable advantage in increasing the interactivity of teaching, breaking the time and space 
of English learning, and broadening the international horizon of learners. This learning mode not only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but also puts forward a higher level of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Keywords
Internet platform; blended learning; high school English 
　
Fund Project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lanning Office Standard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Learning Platform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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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平台开展高中英语混合式学习实践探究　
杨红霞　韩冰　

北京市延庆区第三中学，中国·北京 102100　

摘　要

随着互联网与教学的融合发展和新课程改革的深化，网络环境下的高中英语教学成为趋势。相关实践研究发现，基于网络学
习平台的高中英语混合式学习在增加教学的互动性、打破英语学习时空限时、扩宽学习者国际视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优
势。这种学习模式不但改变了传统的师生教与学的方式，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关键词

网络平台；混合式学习；高中英语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比准立项课题《构建网络学习平台开展学生自主学习的研究》，课题编号（CBHA17114）。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应用和普及，网络环境与英

语教学的融合发展日益受到关注并带来了全新的英语教与学的

体验。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校开展了基于网络学

习平台的混合式英语学习模式的研究并获得相应的研究成果。

2 网络环境下混合式学习研究理论依据

2.1 混合式学习

混 合 式 学 习（Blended Learning） 是 随 着 对 网 络 学 习

（e-Learning）的反思和传统课堂学习的回归而逐渐被关注的

一种学习策略和学习理念。混合式学习是指以教学目标为导

向，在多种学习理论指导下，根据学习内容、学习者及教师

自身条件，混合“面对面教学”、“网络学习”和“实践学习”

三种方式来实施教学的一种策略。它将面对面教学和网络学

习进行了有效整合，并将其综合应用于学习，从而达到降低

成本提高效益的一种教与学方式。 

2.2 新课程改革的相关要求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中特别指出：“普

通高中英语课程应重视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教学模式和学习方

式的变革，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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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根据信息化环境下英语学习的特点，科学的组织和开

展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丰富课程资源，拓展学习渠道。在

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应重视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及时了解和

跟进科技的进步和学科的发展，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对教与

学的支持和服务功能，选择恰当的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手段，确

保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促进学

生的有效学习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1]” 

3 基于网络学习平台开展混合式高中英语学习

模式的实践

网络环境下混合式高中英语学习模式是将传统的英语课

堂教学和网络教学平台、网络学习工具、网络学习资源等相

结合，改变传统的英语课堂教学中单一的师生互动模式、统

一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进程和有限的学习空间等弊端，以提高

英语学习效率、促进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实践探究。

3.1 网络平台的应用，构建互动性英语学习模式

互动教学是师生通过互动交流和沟通，从而达到良好的

英语教学目的和效果。基于网络平台的互动性教学摒弃了传

统的单一化的师生口头互动的教学模式，并提供了双方多模

态互动交流的平台，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实

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与学生通过师生互动、人机互动

等多种互动模式，去了解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英语的基本知

识内容，同时师生间的交流方式也可以让双方了解彼此的内

心想法，教师也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口语交

际能力，让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能力有着一定程度的提升 [2]。

以我校“混合式学习云平台”为例。此平台为我校和第

三方公司联合研发的集成相关教学工具，支撑课前、课中、

课后、全程的数字化教学过程，支持在线学习、课堂学习相

结合的“线上”+“线下”教学与学习，引导学生深度学习，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能力的学习平台。混合式在线学习

云平台主要包括课程、班级、小组、资讯、师资、教学中心、

学习中心，个人主页、数据统计、后台管理等模块，分为 PC

端、教师 APP，学生 APP，家长 APP 等客户端应用适配电脑，

平板、手机等多终端，并实现多终端数据统一，真正实现线

上与线下教与学的一体化，使教与学更加丰富多彩。混合式

学习平台既能实时在线学习，又能便于师生面对面互动与交

流；既能便于教师自主备课又能便于学生自主选课、自主学

习；既能开展学科学习又能开展班级文化建设；既能获得学

生学习过程的实时数据也能对学生参与学习的学习过程评价，

既能记录师生校内交流又能吸引家长旁观和参与社区建设。

在平台上，教师将英语教学中听、说、读、写关键四项

能力相匹配的教学活动与课堂学习每一个环节中相结合。学生

可以在平台上发表语音、文字、图片等多模态内容，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发表的内容观点给予即时性评价反馈；全班同学都可

以听到、看到、读到每一个人的发表的内容并有选择的做出评

价或者利用“投票”功能表示支持或反对。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

学生可以接收到更多不同的观点并做出反应。这种互动改变了

传统的“师—生”“生—生”互动模式的不充分性和不及时性。

3.2 网络工具的应用，改变英语学习的时空限制

传统的学习方法对于时间以及空间有着严格的要求，要

求每个人在固定的时间在固定的空间进行学习，学习的灵活

性较差。网络环境下混合式学习模式下，由于各种网络工具

的应用突破了英语教与学的固定环境和模式。将英语教与学

从课上延伸到课下，由教室延伸到家庭、社会任何网络存在

的地方 [3]。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的选择学习

时间，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学习。电脑、PAD、手机、网络

平台、电子教材、网路辞典都可以成为英语学习工具。即使

是在寒暑假期间，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网络社区建设

等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集体学习讨论、开展互动交流、

进行学习监督等。同时各种网络 APP 的引入，为学生的英语听、

说、读、写学习提供可操作性。

3.3 网络资源的应用，扩宽学习者的国际视野

网络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更广阔世界的平台，为学生

带来丰富的学习资源。目前网络上可利用的英语学习网站较多，

提供的资源也比较丰富。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网站资源结合

教材内容为课堂教学活动做补充，引导学生开展英语学习提高

英语能力。例如在课堂引入环节，可以采用网络资源做话题铺

垫；在语言输入环节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补充语言现象；在活动

输出环节可以采用最新的网络资源做语境的创设等。不同的

课型也可以加入不同网络资源。在英语听力方面，有 VOA、

BBC 等网站上的慢速新闻，学生既可以了解其他国家动态，

又可以练习英语听力。在英语口语方面，TED 演讲成为首选，

最本土化的英语演讲方式，能够使学生更好的了解西方人的思

维方式和表达方法，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英语听力、口语水平。

网络上可提供的英文原版资源大大弥补了英语课堂教学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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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适当的外刊泛读使学生了解世界最新的政治、经济、

科学、教育等发展方向，增加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力。

经常采用的外刊有：LA Times，Time，Scientific American，

Readers，National Geographic，The Economist 等。中国的一些

英语学习网站也为不同层级的英语学习者提供了学习资源和测

试。例如：可可英语、21 世纪英文报、天学网等。

3.4 网络平台的应用，提供了个性化学习的可能性

把英语听说教学和网络平台相结合可以有效的体现个性

化学习。传统的听力教学中全体学生用同样的节奏听同一段材

料。这样的操作让英语能力水平较高的学生感受学习乏味，而

能力水平较低的学生感谢学习吃力。采用了网络平台上的听力

教学，在相同的时间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选择听力

材料语速、停顿时间、听力遍数、完成任务的数量。在朗读录

音的环节上，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朗读的语速、录制次数直到满

意为止。在平台上教师可以监控到每一个学生完成学习的节奏

和质量。水平层次不同的学生不会受到互相影响，保护了学生

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样的操作充分体现了孔子在《论语》中

提出“因材施教”，让课堂教学真正实践个性化。

4 基于网络平台的混合式高中英语学习模式为

英语教师提出新要求

4.1 充分认识到网络环境下新型的师生关系

网络环境下混合式教学的环境给师生新型关系的建立提

供了一定的便利。随着学生的网络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他

们会在课前、课后进行知识的拓展、整理，教师在教学设计

时要考虑叠加课内外知识的内容 [4]。学生会和教师有更多的

交流，交流内容涉及范围会更广。学生也会对教师知识进行

质疑和挑战。事实上，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相互成长的过程，

教师有时候也需要从学生那里学到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和技巧。

正所谓“教学相长”。

4.2 努力提升专业素养，提高网络资源的鉴赏能力

网络环境下的英语教师需要打破以往的旧思维、旧观念，

努力提高英语的专业水平和多媒体网络的运用能力以适应新

模式下的英语教学。教师个人应该具备较高的英语学科专业

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教

师能够对英语学习、网络应用持有开放的心态。面对大量的

网络资源，教师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选取具有思想性、文学性、

知识性相结合适合学生实际水平的网络资源，或者对网络资

源进行适度的修改与编辑，避免资源选取的随意性。

4.3 重视学生主体性发挥，搭建学习展示的平台

在实施网络环境下混合式英语教学时，要重视学生的主体

性地位的发挥。教师在设计英语教学内容时要充分认识到学生

主体性的重要性，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多与学生之间进行沟通

和交流，能够更好的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学习态度，开展个

性化的教学，重视每一位学生的特殊性，以网络环境下混合式

学习的丰富性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学生逐

渐成为学习英语的主体，主动去学习英语的各项内容和知识 [5]。 

与此同时，教师要对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做出正确

的引导与帮助。在网络环境下多为学生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促使学生能够自我学习、自主学习，在充满英语语言的多媒体

网络环境中活化英语的教学氛围，学生还能够在网络环境下受

到英语语言的熏陶和耳濡目染，在真实语境中敢于运用英语去

交流，提升学生英语学习的自信心和获得感。 

5 结语

基于网络平台的混合式高中英语学习模式相较于传统的

英语教学模式具有很多优势和不可替代性，主要表现在有利

于学生个性化学习、突破时空限制、拓展学习资源等方面。

这种学习模式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符合高中英语新课程改革

目标的要求。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要不断提升个人能力

素养，充分挖掘教材中可以和网络资源相结合的契合点，结

合学生英语学习的实际做好教学设计。在课外学习中，教师

要给予学生更多的指导和帮助，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养

成自主学习习惯，切实提高英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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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education. Information 
classroom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he classroom, but also realize personalized learning.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mode is mainl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tudent’s dominant position, allowing students to carry out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ac-
cordance with their actual situation. The informa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for personalized learning.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concept and inform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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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技术已经融入各种教育中。信息化课堂不仅可以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还能够实现个性化
学习。个性化的学习模式主要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学习。信息化的课堂教学
模式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论文主要研究了个性化学习理念与信息化课堂教学模式的融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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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教师在讲，学生在听，受到了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而且传统教学模式教出来的学生往往都是具有

一样的思维和能力，这种教学方式非常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在当今这个社会，学生不仅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能力，更

重要的是具备自己的良好的思维创造性。个性化的教学理念主

要是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学习到适合自己的知识。

信息化的课堂改变了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将先进的网络技术

应用到课堂中，能够有效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实现个性化学习。

个性化学习的关键在于学生本身都是学生自己不参与到学习中

个性化教学也就没有意义。而且，在信息化的课堂中教师自身

要先具备信息技术，才能够熟练地使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

2 个性化学习理念和信息化课堂模式概念

个性化的学习理念主要是指教师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学

生之间的差异性。根据学生的天赋和特长为学生制定个性化

的教育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实现个性化发展。学校是一

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一个加工工厂，每个被教育出来的学生

都应该具备自己独特的特性。而且个性化的教学理念更加符

合现在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很

多知识都可以立即在网上搜索到，社会更加要求的是学生的

能力。教师在采用个性化的教学理念时，还要注重教学的方式，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个人能力。

信息化课堂主要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而开展的教学课

堂。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你们可以随时使用到各种手

机、平板等，将这些先进的网络技术应用到教育中，不仅能

够有效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信息化的

学习模式学习上有效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在当今这个社会，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必须能够及时的了解到先进的网络技术，

才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对各种问题。学生是祖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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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未来，学生必须掌握祖国先进的技术，从而才能够成

为国家的栋梁。总之，在信息化的课堂模式中能够有效加强

个性化的学习，从而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3 个性化学习理念与信息化课堂教学模式的

融合

3.1 结合信息化课堂开展课前预习活动

预习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部分，传统的预习主要是让学

生自己开展的一项活动。在信息化的课堂模式下教师可以开

展网络预习模式让学生实现个性化学习。传统的预习模式，

教师无法得知学生预习的情况，从而无法及时调整上课的进

程和内容。在信息化课堂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的形式将需要

预习的内容提前录制下来，让学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之下进

行预习。不同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成都预习不同的内容，

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来了解到学生的预习情况，从而制定合

适的上课内容。预习部分将会决定课堂的上课质量和上课

效率，学生可以在课下的时候将一些简单的知识提前学习，

在课堂上时就可以针对一些重难点知识进行学习。在信息化

的模式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预习，让学生主动地参与预

习中。

3.2 在课堂上利用信息化开展个性化教学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听众的身

份，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进行思考。在信息化的课堂中

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主动的参与到课堂

的学习中。在信息化的课堂中，教师可以采取小组合作的教

学模式，让学生自己去开展学习。例如教师可以将班级里的

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给予学生一定的学习目标，让学

生自己利用信息化的课堂去查询知识，从而来学习知识。教

师在信息化的课堂中主要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当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教师可以及时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或者是教师可以给予每个小组不同的学习内容，让每个小组

在学习完之后制定合适的 PPT 来进行讲解。班级里的学生再

根据所讲的内容进行一定的讨论，从而来实现一个学习循环

的过程。

在课堂的教学中，教师也可以利用信息化的课堂模式来

实现分层教学。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技术都是不同在

学习的过程中必须是学习到适合的内容，才能够不断提高自

己的能力。教师可以利用信息化的课堂将教学内容从简单到

难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生也分成

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学生来学习适合自己的内容，从而

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传统的课堂中，教师在制定

教学内容时并不是根据某个学生之间的，而是根据班级大部

分学生的基础水平进行制定的。这种形式就会导致学习成绩

较差的学生会学习到一些比较难的内容，从而不愿意参与到

学习中。分层教学模式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

愿意参与到学习中。而且，分层教学模式还能够帮助教师及

时地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及时地调整教学内容，让

学生学习到合适的内容。

3.3 在课后利用信息化课堂开展个性化学习

在课后利用信息化的课堂开展个性化学习主要是从两个

方面。首先是课后作业，教师可以针对不同的学生来布置不

同的课后作业，让学生巩固自己所学的知识。其次，教师也

可以利用网络，qq，微博等网络交流工具与学生及时进行沟

通交流，了解学生在课后的一些问题，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而且学生在课后的学习中遇到问题时也可以及时与教师进行

沟通交流。信息化课堂拓展了传统课堂的时间和空间，也促

进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让教师和学生可以及时地进行

沟通交流，从而不断地促进学生的学习质量。

4 结语

新化的课堂模式改变了传统的课堂能够实现课堂更加高

效化，让学生愿意参与到课堂的学习中。个性化的学习模式

更在于培养不同的人才，让学生的特长充分的发挥作用。信

息化的课堂模式为个性化的学习提供了便利性，让每个学生

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爱好来学习知识，不断的提高

自己的能力。同时个性化的课堂模式也促进了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沟通交流。让教师能够为学生制定更好的学习计划和学

习目标。总之，在信息化的课堂模式中开展个性化教学能够

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祖国培养更加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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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ability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udent,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individual differ-
ences of students and implement the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reasonably in order to lead the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progress of the whole 
staff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f thi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Firstly, 
it expound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ial teaching,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differential teaching, and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igh-level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probes into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guide stu-
dents’ personalized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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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个性化差异探讨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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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每个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性格特点存在差异，因此要想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带领学生实现全员进步，有必要做好学生个性化
差异的引导，合理实施差异化教学。论文采取文献分析法对此做了深入研究，首先阐述了差异教学的概念和特点，分析了差
异性教学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小学高段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引导学生个性化差异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个性化差异；高段语文；差异教学　

 

1 引言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也没有两个相同的孩

子，每个学生由于成长环境和生活条件的不同都是独一无二

存在的，其兴趣爱好和学习能力也都不尽相同，存在着很大

的个性化差异。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也要注意引导

这种差异性，尽可能的全面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针对学

生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差异性教学。争取在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

帮助他们实现共同进步。

2 差异化教学概述

2.1 概念

“差异教学”属于一种特殊的教学方式，以“因材施教”

为核心理念，目的是帮助学生实现全员进步和发展。整个过

程中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和认知能力、性格爱好合

理的划分学习小组，然后再结合实际设定教学目标、设计教

学任务、优化教学评价、实施课外辅导。通过这几个环节的

分层落实促进差异化教学的实施。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采用这

种教学方式可以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的教育，满足学

生根本需要的同时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实现

了教学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促进全员进步 [1]。

2.2 特点 

2.2.1 自主性

差异化学教学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目的是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能够专注主动的阅读文

本内容和分析文章主旨，并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强化阅读技能，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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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阅读技巧。学生只要有了自主性，不仅可以提高阅读能力，

还可以收获更多的知识。由此可见，自主实践是实施个性化

学习的重要保证，因此教师应当给予重视。

2.2.2 差异性

个性化学习强调的是主动和积极，不能被动和强迫的学

习。只有自我主动的阅读和学习才能保证在阅读中获取足够

的文章信息和相应的知识点，否则学习将毫无意义。由于学

习者本身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会使得阅读相同文

章时所领悟到的东西也会略有不同，进而产生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的个性化阅读。这就是个性化学习中的差异性。

3 小学高段语文教学中差异性教学存在的不足

3.1 教师没有正确认识差异性教学

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来说差异性教学存在很大的区别，

对于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是传统教学的改革和创

新。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教师已经习惯了利用传统

教学手段，忽视了对自身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与变革。虽

然新课改的实施提出了差异性教学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教师

依然对其没有正确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在教学过程中

没有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导致课堂教学效率没有得到提

高 [2]。

3.2 差异性教学存在众多误区 

随着新教改的不断实施，差异性教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小学语文教学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

来看，在实施差异性教学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盲目跟风现象，

一些教师习惯性的粘贴复制别人的教学过程，没有针对学生

的实际情况展开针对性的设计，没有用心了解每一个学生，

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化特点，导致差异化教学失去了应有

的意义。

3.3 难以满足每个学生需求

要想更好的实施差异性教学，教师必须要在备课的过程

中找到学生的兴趣点所在，全面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

特点、学习能力、基础水平等因素，分析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

这样才可以为后续的差异性教学奠定基础。

但是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每个班级人数较多，学生

的水平不尽相同，参差不齐，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教师在

备课和授课的过程中很难保证适应每一位学生的实际需要。

4 小学语文高段教学中差异教学的实施策略  

4.1 加强教师差异教学理论的学习

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是学生的引导者，教师的专业水

平和职业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质量。因此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必须要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合

理的创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手段，这样才能为保证差异性教学

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对此学校方面也要予以高度重视，首先定期组织教师参

与培训学习，帮助其掌握差异性教学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技

巧，不断创新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手段。端正教师的差异性教

学意识，使其懂得针对不同的学生要予以不同的教学手段，

这样才能保证课堂教学内容满足每一个学生的需要。其次，

是组织语文教师积极参与差异性教学的研讨与练习，学校方

面则要定期组织相应的交流研讨会，让教师之间通过交流和

互动来相互学习、相互启发，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实现取

长补短。从而更好的丰富教学经验，增强知识积累，让语文

课堂教学效果变得更好 [3]。

4.2 全面收集学生的具体信息

由于成长环境和生活条件不同，因此每个学生的思维方

式和兴趣爱好以及学习能力都是不同的，有着自己独特的思

维方式和学习习惯。对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多与

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主动走近学生，全面了解学生的实际

情况，多方面收集学生的具体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掌

握学生之间的差异性，把握好不同层次学生之家的差距，这

是开展差异性教学的基础条件。

对此，要想更好的走近学生、了解学生，教师一定要掌

握好沟通和观察的方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多为其提供表现

自己的机会，在提问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将范围扩大，选择到

每一层次的学生，并在交流过程中认真观察，及时了解学生

的思维状态和学习质量。课后也要多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和

交流，了解学生课后作业完成的情况，以及过程是否顺利。

然后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改进教学方案，制定不同层次的

教学目标，这样才能更好的凸显出学生之间的个性化差异，

并帮助所有的学生实现全员共同进步。

4.3 选择多样化的差异教学方法  

要想在小学语文高段教学中充分的做好学生个性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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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教师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教学方式，尽可能的

保证教学手段的多样化，从而使其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因此，教师针对每一课的教学都要做好优化和设计，选择科

学合理的教学方式，在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受益，从而实现

全员共同进步。

4.3.1 采用分组教学

分组教学法，指的是就是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

行探究和学习。这种教学法强调的是小组划分的合理性，目

的在于科学化的、人性化的划分学生的层次，尽可能的凸显

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在活跃课堂氛围的同时让差异性教学

得到更好的落实。过程中教师需要综合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

力和语文水平以及性格爱好，将层次相同的学生划分到一个

小组中，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小组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和

教学目标 [4]。

例如在学习《少年闰土》这一课的时候，教师便可以展

开小组教学，在划分学习小组之后，根据各小组学生能力的

不同布置相应的探究任务，如下：

①要求能力较强的小组分析课文的表达方法和人物角色

的特点，探讨作者的情感表达；

②要求能力中等的小组分析作者是怎样描写“闰土”这

个人物的，并将课文中相应的句子标注出来；

③要求能力较差的小组收集鲁迅先生的相关资料。

这样一来，不同的小组都有适合自己的学习任务，每个

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当中，有效落实了差异性教学。

4.3.2 鼓励学生自主阅读 

每个学生都有其自己独特的个性，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不仅所擅长的领域有所不同，在学习上也存在好坏之分。对

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加以适当的鼓励和引导，让学生勇

敢的选择自己所喜欢或者感兴趣的学习方式，学习和感悟教

师授课时所讲的内容。

例如在教学小学语文四年级《麻雀》一课时，教师可以

尝试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阅读，让学生充分的发

挥自主阅读能力，以此来提高阅读兴趣。因学生不同的个性

特征，所选择的阅读方法也有所不同。有的学生选择轻声朗

读，边读边思考；有的学生选择快速默读，边读边旁注；还

有部分同学选择合作学习的方式，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和点评。

无论学生选择那种方式学习，只要是能促进学生学习和提高

学习效率就可以大胆的在课堂中采用。

4.3.3 尊重学生多元解读

由于每个学生的知识准备和学习经验不同，因此在对语

言文字的理解和感悟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同一文本的解

读也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多元化解读”。

对此，教师要予以尊重和理解，认真倾听每个学生的想法和

意见，鼓励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此来提高

学生的情感体验 [5]。

例如在讲授小学语文五年级《珍珠鸟》一课时，对于：

“信赖，不就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吗？”这句话学生的理解

就存在着较多的不同。有的学生对作者内心进行分析认为：“作

家冯骥才用人类的爱心来改变了珍珠鸟的生活现状，为他们

创造了一个更适合鸟类生活的地方，他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珍

珠鸟的信赖。”有的同学从人类和动物要和谐共处的角度说：

“人类要与动物和平共处，保护动物，互利互助这样才能促

使地球生物的多样化持续发展。”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

充分尊重学生对文本的多元解读，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充分凸显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反之如果

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性，势必会抑制学生的想象力，使其真实

想法得不到表达，造成学生想象力的缺失，创新能力的下降，

对学生的日后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

4.3.4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评价 

对于课堂教学来说，教学评价的实施十分重要，直接影

响着学生学习效果和课堂的教学质量。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通常比较单一，很多时候都是按照学生的

考试成绩和分数来区分学生的好坏。差异性教学的实施，要

求教师的教学评价应该是多样性和客观性的，不仅要保证评

价内容的多样化，同时也要保证评价方式的多样化。综合学

生的学习成绩和日常表现来进行合理、客观的评价。这样才

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

①激励式评价

例如在学习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钓鱼的启示》一课的

时候，在课堂教学结束之后，教师便可以当堂对学生的表现

做出评价。用适度的语言评价学生的课堂表现，比如有的学

生认真听课，教师就要予以夸奖：“某某同学表现很好，整

堂课都十分认真。”；有的学生回答问题积极，教师就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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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扬：“某某同学回答问题十分积极，看出来有认真思考

了，继续努力！”还有的学生不够认真，教师则要予以纠正：

“某某同学思想比较活跃哦，但是要更认真一些就好了。”

通过这样客观、合理、鼓励式的评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其学习热情 [6]。

②课堂互评和自评

课堂评价中要想凸显评价的针对性和差异性，教师应该

积极开展课堂互评，选择多样化的评价主体，让学生在自评

和互评中更好的认识自我。

例如在学习小学语文六年级《七步诗》之后，教师可以

在课上开展专门的古诗词赏析练习，给出 10 道相关的题目进

行小测试，完毕之后组织学生在各小组内进行交换互评，指

导学生在给他人检查的时候帮其分析错题原因，并在组内讲

解出来，最后换回，各自改正自己的错误。最后教师予以总结。

这样学生就可以在互相评价中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有效

解决问题，每个学生在过程中都能虚心听取他人的评价，同

时学习他人的优点来弥补自己的缺陷，懂得欣赏他人、尊重

他人，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形成良好的语文核心素养。

5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生正处于思维发育的关键时期，由于成

长环境的不同，因此每个学生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于语

文教学来说，教师应该正视这种不同的存在，在高段语文教

学中应该综合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兴趣爱好、基础水平

能多方面的个性化差异，然后按照实际教学内容合理的优化

教学设计，尽可能的实施差异性教学，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

不同的教育和引导方式，这样才能更好的凸显学生的课堂主

体地位，并在丰富语文知识的同时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也只

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实现良好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施娇 . 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的小学语文差异性教学 [J]. 课程教育

研究 ,2013(33):191-192.

[2] 陆娉 . 小学高段语文差异教学的现状与实施策略 [J]. 新课程学习

( 下 ),2014(02):133-135.

[3] 刘 翠 娥 . 小 学 语 文 差 异 性 教 学 的 实 施 新 探 [J]. 学 周 刊 ,2015 

(36):81-82.

[4] 刘 学 君 , 李 林 涛 . 小 学 语 文 差 异 教 学 策 略 [J]. 华 夏 教 师 ,2018 

(02):57-58.

[5] 杨秀义 . 小学语文差异教学策略探讨 [J]. 西部素质教育 ,2017,3 

(07):243-245.

[6] 郭翠荣 . 小学语文差异教学实践 [J]. 学周刊 ,2019(10):70-71.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764



编辑部和主编根据期刊的收录范围，组织编委团队中同领域的专家评审员对文章进行评审，并选取专业的高质量稿件

进行编辑、校对、排版、刊登，提供高效、快捷、专业的出版平台。

中文刊名：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

ISSN：2661-4367 (print)   2630-483X (online)

出刊周期：月刊

出版语言：华文刊

收稿刊期：2020 年第 5 期

期刊网址：http://ojs.s-p.sg/index.php/jxffcxysj

出版社名称：新加坡协同出版社

期刊概况：

作者权益：

出版格式要求：

评审过程：

·

·

·

·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征稿函

期刊为 OA 期刊，但作者拥有文章的版权；

所发表文章能够被分享、再次使用并免费归档；

以开放获取为指导方针，期刊将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际期刊；

为作者提供即时审稿服务，即在确保文字质量最优的前提下，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审稿流程。

·

·

·

·

·

稿件格式：Microsoft Word

稿件长度：字符数（计空格）3000以上；图表核算200字符

测量单位：国际单位

论文出版格式：Adobe PDF

参考文献：温哥华体例

出刊及存档：

·

·

·

·

·

·

电子版出刊（公司期刊网页上）

纸质版出刊

出版社进行期刊存档

新加坡图书馆存档

中国知网（CNKI）、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等数据库收录

文章能够在数据库进行网上检索



Synergy Publishing Pte. Ltd. (SP)  is a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of online, open access and scholarly peer-reviewed 
journals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including science, technology, medicine,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Reflecting the latest research from a broad sweep of subjects, our content is accessi-
ble worldwide – both in print and online.

SP aims to provide an analytics as well as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discussion that help organiza-
tions and professionals in advancing socie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mankind. SP hopes to be indexed by well-known 
databases in order to expand its reach to the science community, and eventually grow to be a reputable publisher 
recognized by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around the world.

SP adopts the Open Journal Systems, see on http://ojs.s-p.sg

About the Publisher

Database Inclusio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sia & Pacific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reative Commons

Google Scholar Crossref MyScience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