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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以学生作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之中，教师在授课期间必

须将自身的角色完全转变，由主动转换为引导式的教学，与

学生之间构建起一个良好的互动、共享关系，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论文主要针对以学生作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技校工

商管理教学工作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探讨。

2 对技校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如何构建以学
生为中心的理念思想

①技校学生在校园环境视域下与普通高校学生有着不小

的差别。那么在专业课的教学模式方面自然也存在差异，技

校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所学的知识大多是结合社会实践来

讲授的，较少进行纯理论知识的讲解。而普通高校工商管理

专业的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老师更偏向于根据课本的

理论知识和案例进行讲解，再总结社会中的案例引导学生进

行知识点的理解和内化，总体来讲差别就在于，技校学生主

要是以协助学生自身投入到社会实践为目的来教学，且学生

操作方面的能力会受到更多的锻炼。而普通高校则是通过

课本和教师讲解来让学生们掌握工商管理专业的相关知识，

学生自身非常缺乏社会实践经验。这就在技校工商管理专业

学生中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人们

容易在潜意识里对技校学生产生偏见，如认为技校学生学习

态度不好或者学习成绩太差等。这也是目前以学生为中心的

理念难以在技校学生中开展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现代化的

校园硬件设备，给技工学校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提供了

很大的帮助，校方可以努力促进学生多参与学校组织的讨论

会，让学生们把自己对于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目的和自我理

解阐述出来。努力将教师和学生搭建于同层中，才能完成同

等沟通，消除学生们对老师的敬畏和偏见，才能真正地了解

学生们内心所想，为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做铺垫。

②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所要达到的要求其实并不多，

只要教师在执教期间确保教授给学生正确的知识观和人生

观，让学生们认识到技校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也有自己的优

势，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是用人单位比较看重的，就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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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与高校学生比较后的心理落差。只有消除学生心中

的落差感才能进一步地促进技校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工作。当然这是有难度的，由于技校学生的特殊教学方式，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师生良好氛围。那么怎么改善不正确的师

生关系，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步，校方应该多组织教

师与学生的共同外出活动，通过活动中的小游戏增强学生们

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及合作关系。打造良好的师生氛围是构建

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不可缺少的一步。第二步，呼吁技校老师

在备课时要更注重“备学生”，根据学生的特点来进行备课

和课堂组织，挖掘技校学生的优势，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

学生，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帮助学生消除自卑心理，激

发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并形成

自己的竞争优势。第三步，以学生为中心就要在教学过程中，

重视学生的意见和想法，传统的教育观念是学生只需要在课

堂上认真听老师讲，在校园内做到不违规乱纪就可以，对于

学生的身心协同发展并不重视。那么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理

念首先就要打破这一传统观念。只有执教者本人认识到以学

生为中心这一理念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未来学习之路的作

用，才能真正地将此理念带入到课堂中去 [1]。

3 以学生为重心的理念
①笔者曾经看过清华大学于歆杰教授的《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与学》一书，也多次跟各高校的老师围绕“以学生为中

心”这个理念，来讨论在线教育、翻转课堂的应用和落地。

毫无疑问，大家都是想尽了办法，尽力把教学方式和教学效

果做到更好，来适应新时代的学生和新时代的社会。教育人

的情怀，希望育人这件事情能更加有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学生能有更好的发展，但是“以学生为中心”这个理念在

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例如，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式的落地还需要检验和完善。所谓“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古来一直把老师作为知识的引导者，而学习

要靠学生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授课模式都是，老师

讲得多，学生听得多，缺少互动，也好像无需互动。所谓的

互动也只不过是答疑和考试。逐渐地，老师就成为三尺讲台

上的权威，用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思想，带着学生们在知识

的海洋里翱翔。却忘记需要启发学生进行思考，鼓励学生表

达自己的想法，最终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及见解。

②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所传达的就是在校园环境中将学生

的有效要求通过执教者的探讨实施出来，只要是对学生的身

心教育有帮助的那就应该得到重视。而不是一味地告诉执教

者要秉持以学生中心的理念却不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正确的

以学生为中心。不要不顾学生内心所求只记着完成自己的教

学任务。这样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早就应该摒弃不用 [2]。

4 理念应用在技校工商管理专业学生中的作用
①在日常的课堂上或者课余时间，老师可以结合自己的

经历向学生分享工商类专业知识。在课堂上，老师要为学生

留出足够的空间来进行知识的讨论。给予学生们充足的时间

对老师所说的专业知识进行自我吸收和理解，这也是教学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师应摒弃传统的“填鸭式”授课，不

管学生是否听得懂，一味地自顾自地讲，只注重完成自己的

教学目的和目标。技校工商管理专业由于与普通高校的工商

管理所针对的知识内容有差异，在平时的教学中应避免讲课

避重就轻，选择轻松简单的知识点糊弄了事，这一现象在近

年来出现在某些技校教学环境中。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只是学

生无法掌握到更加重要的专业知识，而是很大程度地影响了

工商专业学生对于此专业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所以站在校

方的角度来对待问题的话，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改变教师

的教学理念才是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第一步。

②以学生为中心应用起来。第一，就是要从编写教材入

手，技校工商管理与普通高校工商专业还是有区别的：写工

商管理专业教材的人，往往只是本学科的专家，但却不是教

育领域的专家，并没有通过书本内容起到引导学生具有正确

学习观的能力。第二，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也应该时刻

注意教学内容，精彩的课堂结尾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成功完美的教学并不在于老师在课堂上是否一直滔滔不绝，

而是老师注重学生们的想法和对知识点提出有效问题并且

解答学生们心中疑惑的能力。精彩的课堂往往是在嘈杂的课

堂氛围中结束的，假如老师安静地来再安静地走，仅注重完

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而对学生是否掌握专业知识一概不管。在

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们的学习状态也会逐渐变得机械化

和玩偶化。

5 结语

论文主要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传达到技校工商管理

专业学生中应该如何做以及起到的作用。技校学生不同于普

通院校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在进行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宣传时

老师也应该多加注意学生们对于教育观念的吸收程度以及

学生的想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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