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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职业教育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发展。其中各大院校也试图在语文学习教育上开拓创新，

但是好景不长，眼下院校学生的学习情况来看并没有明显的起色。作为一门基本公共必修课程，反而得不到学生的认可、重视，

甚至觉得毫无必要，可有可无。针对这一系列反常现象，各院校教师应该迫切的总结经验，尽快寻求出适合当下学生的教学方法，

进而提升中职院校语文课程整体水平的提高。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mong 
them, the maj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try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in the Chines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but the good times 

did not last long. At present,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the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not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s a 

basic public compulsory course, it can not be recognized, attention by students, and even feel unnecessary, but dispensable. In view 

of this series of abnormal phenomena, the teachers in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urgently summarize their experience 

and seek the teaching methods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stud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Chinese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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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在在各个中职院校的课程设置下，语文科目是当仁不

让，自然是作为学生必修的公共课程。但是，这也使得许多

偏技能科目的学生逐渐把语文作为副科看待，继而导致不良

氛围在班级中的慢慢扩散，影响整体的学习课堂。对于此类

现象，各院校应该也意识到了语文课程的重要性，学生综合

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因此，可以采用多元性评价的理念，来

制定些许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2 始终坚持以生为本的教学评价理念
在中职的传统语文教学中，教师一直是评价的主体和教

学活动的主导者，但是，在创新的发展中，学生的主体地位

也随之不断凸显出来 [1]，垄断的教学评价模式很难达到预期

的效果，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课堂教学和学生认知的发

展。尤其是如今新冠病毒爆发，学生在家上网课，老师没办

法像学校一样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很了解，所以学生自评就显

得尤为重要。

例如：一方面，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进行自评，使他们

能够在课堂探究学习方法和最终学习结果等方面全面评价

自己的表现，从而使他们更加准确、深入的认识，对一系列

学习活动的全面把握，对学习过程的深刻反思，经验和教训

的总结；另一方面，教师还应重视学生互评作用的积极发挥。

与老师和学生相比，学生之间的关系更紧密，接受其他学生

的评价和建议相对容易。教师必须通过对学生和学生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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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轻松的相互评价来打破传统的课堂评价的局限性，促进了

教学评价效果的不断提高。

3 鼓励性的语言魅力
由于学生的心理特点，绝大部分的学生都希望得到老师

的鼓励和表扬。所以语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学生对学生进

行鼓励，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不同学生对于语

文学习的掌握和积累情况，有的同学思想活跃、知识积累丰

富，回答问题特别快 [2]；有的同学做题速度快但是由于粗心

大意，正确率不是太高；有的同学虽然把题做对了，但是思

路比较复杂……语文老师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提出激

励性评价，来鼓励学生学习，肯定学生的能力，从而提高学

生对语文的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语文学习中。

例如，在中职语文《鸿门宴》的学习中，由于这篇文章

是文言文，需要对其进行翻译，然后才能理解文章的内容和

思想感情。而有的同学可能因为对的知识掌握不清，或者知

识积累不够，会将一些字、词想当然地用现代汉语的方式进

行翻译和解释。这个时候语文老师在指出学生错误的同时，

要对学生进行一定的鼓励评价，鼓励学生克服困难，在下次

做题的时候争取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并且教会学生正确的

理解方法。如果老师对于学生的错误一上来就批评的话，容

易打击了学生的自信心，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消极作用，让学

生失去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但是批评是肯定要有的，因为学

生做错了，应该以鼓励为主，批评为辅。尤其是对于小学生

来说，对老师的肯定和鼓励的评价非常的渴望，对于老师的

批评也很“耿耿于怀”，所以老师要注意做到“多鼓励，少

批评”。

4 建立教学评价制度原则
为了促使教师更好地“教学”，学生更好地“学习”，

学校必须建立教学评估体系。

例如，建立评估制度必须遵循三个原则：科学原则，民

主原则和发展原则。所谓的科学性要求学校评价体系的制定

应符合现代社会规律，人与自然发展，评价目标，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评价主体和评价主体的科学和理论方面的评估方

法。民主性的表现是两个角度，一是评价者要有一定的独立

主体性和民主性，此外，被评者本身要保证真实性。发展性

的表现是随着信息的要求发展，社会需要、学生身心发展，

教师和教职工的教育教学发展，不断调整健全的学校评价

体系。

5 注重学生互相品评
教师在实行多元性评价过程中，针对确定的评价体系，

可以通过建立小组的形式，鼓励学生互相品评，在竞争中寻

求进步。

例如，按照学生平均水平进行分组，实行组间品评，在

评价的过程里，学生能够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点，来完善自

身的不足 [3]，同时也是进行自我评价的良好时机。通过自我

评价的过程，学生更容易进行反思，发现自身的问题及时进

行改进。通过相互评价和学习，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自我进

步的动力。在学生取得一定的成绩和进步时，教师应当给予

适当的奖赏，以此鼓励学生发现不足，努力提高自身的语文

素养。

6 灵活运用评价技巧和评价策略
老师对于学生的评价一定要客观，不能因为个人情感而

有失公平，不能偏心，对于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就进行很高的

评价，而对于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就非常严格。并且老师要

适当适时地对学生进行评价，不能一味地鼓励学生，也不能

一味地打击学生，要有“扬”有“抑”，“抑扬结合”。老

师评价的时候要真情实感，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让学生

切身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关心，从而提高对于语文学习的兴

趣。小学阶段的学生心理、能力等各方面都还尚未成熟，并

且对于老师对自己的评价非常的看重，所以老师要灵活运用

评价策略，避免打击到学生的自信心，并且对学习进行耐心

细心指导。

例如，在中职语文的学习过程中，有同学会有骄傲心理，

考试考好了就特别骄傲自满，满足于现状，学生会产生“我

已经考得很好了，所以随便学一下就行了”这种心理，会导

致学生不能在以后的学习中全身心地投入。对于这类学生，

老师不能鼓励，而要及时地适当批评，让学生恢复平稳的心

态。要掌握批评的力度，避免学生逆反情绪的产生。而有的

同学因为性格内向，多次考试考砸了，会对语文失去信心，

这个时候老师要对学生进行鼓励，耐心教会学生知识，并且

老师要富有感情，不能只是敷衍地说一两句。

7 注重分层评价，有效促进学生的差异发展
俗话说，“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由于学习兴趣、

思维方式不同，导致学生在物理学习期间，也会呈现出不同

的学习效果，有的学生学习能力强，对语文知识概念一点就

透，可以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有的学生可能则在语文学习

过程中会稍显费力。对此，在对学生开展评价活动时，教师

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差异，并注重运用“分层评价”模式，对

学生进行有效评价，促使其能够在自己原有学习基础上，获

得有效发展。而开展分层评价的前提，需要教师在制定教育

活动方案时，也要能根据实际情况，分出多个层次。

例如，对于语文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把一些

难度稍大的问题抛给他们，对于语文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

可以把一些难度较小的问题抛给他们。在对不同学生进行评

价时，所使用的语言也要有差异性，对于语文学优生，评价

关键词可以从“拔高”“巩固”“深化”出发，对语文学困

生，评价内容要以正面为主，力图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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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其能够获得积极探索的动力。

8 幽默化的批评用语
中职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都比较差，导致学生的自

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能力比较薄弱，不爱学习，在学习过程中

容易分心和犯错误。如果仅仅只是鼓励、赞扬学生，容易让

学生产生骄傲自满的不好心理，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是正

确的。所以，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鼓励和赞扬，而不批

评学生，并且是因为学生做错了、做得不好才批评学生，批

评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指正学生的错误，让学生加以改

正才进行批评的。而如果批评的方式不对，容易打击学生的

自信心，让学生对语文学习失去兴趣，所以老师在批评的过

程中要注意语气、态度和方式，可以采用幽默化的批评用语

来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幽默化的批评用语一方面可以让气

氛变得很轻松，不是那么的压抑，让学生对于老师的批评不

是很抵触和害怕，更加容易接受老师的批评；另外一方面，

幽默化的批评用语在起到警示作用的同时，没有对学生的自

信心造成打击。由此可见，幽默化的批评用语能够对学生起

到批评警示的作用，让学生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改正，

并且还可以保持学生的自信心已经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例如：中职学生在放学后做语文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

为了玩手机、打游戏、出去玩等活动，为了节省时间，学生

就会做得特别快，经常跳过一些步骤，导致语文作业的质量

不太好。老师针对学生这一现象进行批评的时候，可以这样

说：“你是不是跳跳虎啊！做题的时候给一些必要的步骤都

跳过去了！”以这种幽默的语言和语气指出学生的错误已经

批评，不仅到达了批评教育的目的，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并且还不影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让学生能够吸收、

消化老师的批评，并且会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

9 结语
言而总之，针对中职院校语文功底差，学习效率低下的

问题，教育教学上应抱有海纳百川的宽松心态，积极引导学

生学习，增加师生互动，实施多元性评价，为学生搭建适合

的舞台，最终唤起学生学习兴趣，力求教学质量最佳化。而

为了实施多元性评价，语文老师应该坚持以学生为本，重视

鼓励性语言的魅力，建立评价制度，灵活运用评价技巧、采

取分层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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