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职语文“论述类文本”精准教学策略初探

◆刘春燕

（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

【摘要】中职语文教学应该贴近学生、贴近文本、贴近专业，论述类文本的教学更应如此。中职语文课堂教学不仅要
考虑教师如何教，而且要思考学生如何学、如何应用，要重新认识语文的“语”，在“语”的基础上深入鉴赏“文”，这样
才能实现论述类文本教学的精准化，在文本的基础上实现人本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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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语文课堂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教师如

何发挥主导作用，学生如何体现主体地位等问题备受关

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把自己当主导，学生却没

有把自己当主体，虽有一些优秀的教学设想，但真正落

到实处的 寥 寥 无 几。 特 别 是 中 职 语 文“ 论 述 类 文 本”
的教学，缘于文本的枯燥、艰涩，致使学 生 无 兴 趣，教

师无激情，课堂教学浅尝辄止，趋于敷 衍，收 效 甚 微。
这是一线教学的实际问题，不容忽视。

语文教学的个性化之一，就是根据不同的文本选择

适宜的教学方法，中职语文论述类文本的教学也需要一

种适宜的方法，为此，教师不仅要确定“ 教什么”“ 怎么

教”，还要解决学生“ 怎么学”“ 怎么用”的问题，探究

中职语文“ 论述类文本”的精准教学迫在眉睫。
一、课前准备要充分，精准定位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想提高语文课堂

教学效率，充 分 的 课 前 准 备 必 不 可 少。 有 效 的 课 前 准

备包含三个步骤：一是教师精心准备课前任务；二是学

生根据任务自 主 预 习（读 课 文、查 资 料、注 疑 问）；三

是教师根据 学 生 预 习 搜 集 疑 难 点。 完 成 以 上 三 步，教

师便可以针对课前学习疑难点选择一两个合适的教学点

（略高于学生现有水平） 展开教学，从而准确定位一堂

课的教学内 容、教 学 目 标 和 教 学 方 法 等。 比 如，教 授

《读书人是幸福人》的课前准备：

１．下发《小 组 合 作 探 究 任 务 单》，引 导 学 生 自 主 预

习（读课文、查 资 料、注 疑 问），填 写 任 务 单，找 出 关

键语句，品析内涵，拓展现实例子，感悟读书幸福。

２．通过问卷星，了解学生的自主预 习 情 况，发 现 学

生学习议论文的疑难点，并针对疑难点开展课堂教学。
调查问题：在课前预习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

困难是什么？

选项：

Ａ．理不清文章的思路

Ｂ．找不出关键语句

Ｃ．读不懂关键语句的深刻含义

Ｄ．论证方法不会用

Ｅ．其他

依据课前调查结果，教师可明确这堂的教学重点是

关键语句的品析，教学方法可以是教师示范解读，学生

小组合作 探 究，这 就 是 本 堂 课 教 学 精 准 有 效 的 必 要 前

提。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 教什么和怎么教，绝不是

凭空可以规定的。 他们都包含‘ 人’的问题，人不同，

则教的东西、教的方法、教的分量、教的次序都跟着不

同了。”因 此， 教 师 在 考 虑 教 学 内 容、教 学 策 略 的 时

候，要关注学情，以学生为本，以学生 的 学 为 本，做 到

“ 从教师走向学生”，真正实现“ 先学后教，以学定教”
的理念。

二、浅层筛选要到位，精准概括

中职语文教学大纲在“ 阅读与欣赏”中要求“ 能概

括文章的内容 要 点、中 心 意 思 和 写 作 特 点。”浙 江 省 单

独考试招生语文考试大纲对现代文阅读也要求“ 筛选文

章中的关键词 语 和 句 子”“ 概 括 文 章 的 基 本 内 容，归 纳

中心意思。”论 述 类 文 本 是 一 种 讲 究 理 性 和 逻 辑 的 文

体，往往是内容枯燥，论证繁琐，学生 阅 读 兴 趣 低 下，

思路混乱。 对 中 职 学 生 而 言，我 们 可 以 适 当 降 低 论 述

类文本的阅读难度，指导学生通过抓关键词句，来准确

筛选并概括文本的关键内容与核心观点，以达到理解文

本的目的。
首先，可以 根 据 初 步 理 解 确 定 关 键 词 句。 课 前 预

习，初读文本，学生在不受别人思维影响的情况下，根

据第一感觉 在 文 中 划 出 关 键 词 句。 这 时 划 出 的 关 键 词

句可能不准确，但却是学生自己对文本的最初理解，一

些会有意想不到的价值。
其次，可以 根 据 题 目 内 容 确 定 关 键 词 句。 课 文 题

目往往是文本的中心，反映文本的主要思想线索，根据

题目内容确定关键词将不失准确性。
最后，是 师 生 探 讨，明 确 关 键 词 句。 学 生 找 出 相

关信息后，教师要对其信息进行修整，如舍弃枝叶进行

压缩，压缩后再朗读，朗读后再压缩，反 复 多 次，最 终

就只剩下了关键词。
比如，《拿 来 主 义》中 分 析 对 待 文 化 遗 产 的 三 种 错

误态度，通 过 筛 选 和 概 括， 主 要 信 息 可 准 确 显 示 用 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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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学生学会在阅读中确定关键词句，是让学生贴

近文本的最 好 方 法。 学 生 透 过 关 键 性 词 句，认 识 文 本

时从句到段、再从段到全文，保证理解时词不离句，句

不离段，能整体把握文本内容，做到思路清晰，要点突

出，便于问题的发现，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和思

维能力，实现对论述文信息梳理和内容理解的精准化。
三、质疑批判要尝试，精准判断

论述类文本以议论文为主，依据不同的时代和社会

背景等，作者的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我们是全盘接受

还是部分 接 受 或 是 完 全 不 接 受，需 要 在 尊 重 作 者“ 原

意”的基础上进行质疑，也就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做批

判性阅读 的 尝 试，锻 炼 学 生 的 精 准 判 断 能 力。 比 如，

对《善良》这篇议论性随笔的语句分析时，有些同学发

现一些句子存在语法问题，由此老师就可以引导质疑：

①为了有限的毒蛇和恶狼而不惜将一切视为为毒蛇

和饿狼，不 惜 以 对 付 毒 蛇 和 饿 狼 的 法 则 为 自 己 的 圭 臬

（“ 为了”表 示 目 的， 此 处 用“ 因 为”表 示 原 因 更 恰

当）。
②她属于更文明更民主更发展更富强的社会（在社

会前面的修饰语中，从词性角度来讲“ 更发展”一词是

不太贴切的）。
③我们还可以问一下，我们以对待毒蛇和恶狼的态

度对待过的那些倒霉蛋当中又有多少人是经得住时间考

验 的 当 真 的 毒 蛇 和 恶 狼 （“ 当 真”太 口 语 化， 用“ 真

正”更合适）？

④那些等待着向他们伸出善良的援助之手的冻僵者

或是重伤者当中，有 多 大 比 例 是 毒 蛇 或 者 饿 狼。（等 待

着“ 谁”向他们伸出善良的援助之手，不太明确）

“ 疑是 思 之 始， 学 之 端”，“ 为 学 患 无 疑， 疑 则 有

进”，质疑是一种科 学 态 度 和 能 力，它 与 思 维 的 关 系 密

切。 质疑的过 程 闪 烁 着 理 性 的 光 辉、探 索 的 欲 望、无

穷的勇气和 批 判 性，闪 烁 着 追 求 真 理 的 可 贵 精 神。 在

“ 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质疑能力和批判精

神有利于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良好个性的发展、知识

信息的储备，指引学生学会学习，精准判断。
四、理解感悟要深入，精准赏析

相对于文学类文本而言，论述类文本偏于理性，或

过于简单，说些人尽皆知的道理，或繁琐无聊，艰涩难

懂，学生学起来要么觉得文章一读就懂，没啥可学，要

么觉得文章 不 知 所 云，无 从 读 起。 许 多 老 师 在 教 学 这

类文章时，头脑中也常 常 只 有“ 论 点、论 据、论 证”老

三样，不知此外还 有 什 么 可 教 之 处。《中 职 语 文 教 学 大

纲》还要求“ 注重对文章的整体感知和领会，理解重要

词语和句子在文章中的含义和作用”，这就要求学生 要

根据文本的关键词句，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揣摩

词句内涵，真正完成论述类文本阅读由“ 梳理信息”到

“ 理解感悟”的提升，这也是学生精准赏析文本的关键

所在。

比如，《拿 来 主 义》中 分 析 对 待 文 化 遗 产 的 三 种 错

误态度部分，关键词已经通过表格清楚展示出来了，但

是这些关键词有什么意义，蕴涵了作者怎样的思想观点

还是值得 探 讨 的，所 以 可 以 将 上 面 的 表 格 继 续 发 展 一

下，让学生在概括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鉴赏感悟：

以上表格可以体现学生的深层次阅读，根据所筛选

的关键信息，指导学生鉴赏感悟，使学生不会为了找关

键词句而找 关 键 词 句，而 重 在 体 悟 词 句 的 内 涵。 让 学

生在思考与交流中调整自己的思维习惯、分析方式，精

准提升语文赏析能力。
五、课堂评价要全面，精准反思

评价是语 文 教 学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多 元 评 价 需 要

“ 有层 次、有 规 律、有 区 分 度”、需 要“ 学 生 的 参 与

度”、需要“ 激励性”，还需要“ 及时 客 观 的 反 馈”，精

准、全面、有效的多元评价可以引领和激励学生的语文

学习。
比如，《读书人是幸福人》一文，依据课前学习任务

单和小组合作探究，可用以下小组评价单来实现对学生

学习过程的全面评价：

以上评 价 表 涵 盖 学 生 课 前、课 中、课 后 的 学 习 情

况，涉及语文学习听、说、读、写综合实践能力，还 包

含了学生个人的参与度、小组的合作度等，不仅可以检

查学生掌握语文知识、技能的情况（包括广度、深度和

熟练度），还可以 了 解 学 生 独 立 思 考、查 找 资 料 和 运 用

知识等方面的能力与智力的发展情况，客观地评定其语

文学习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导学生精准反思，有

效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内部动因，提升学习动力。
中职语文教学关键要务实，抛弃自大的空话，找回

迷失的自我，返 朴 归 真，切 实 提 升 教 师 自 身 素 质。 立

足学生实际能力，落实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平等对话

的理念，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时代的教育挑战，真正地

使学生具备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探究能力，为职业发

展夯实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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