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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课堂该如何构建？肯定不能

脱离学情。

如今的中职生，大多是中考后没

有考上普通高中才进入中职的学生。

2021 年秋，我们专门对全校学生家庭

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获得如下信息：

一是 80%以上的学生是农村留守

少年。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有的由爷

爷奶奶抚养，有的寄宿在亲戚或老师

家里。有超过13%的学生父母离异，他

们只能生活在单亲或重组家庭。学生

缺少父母陪伴，就失去了教育最关键

的一环——情感教育，他们非常渴望

从老师那里获得关爱。

二是父母学历普遍偏低。61%的

父母只有初中学历（有的是肄业），还

有 21%的父母只有小学学历甚至是文

盲，二者相加，约 82%的父母只有小学

或初中学历。

三是父母主要是农民、打工者或个

体工商户等。调查显示，只有8.52%的

家长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公务员。

上述信息反映出，进入职校读书的

学生基本属于平民阶层，所以今天的中

职教育不仅是技能教育，还可以理解为

平民教育、民生教育或“兜底”教育。

那么，中职生又有哪些行为和心

理特征呢？

他们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缺乏

学习主动性，对未来缺少规划，处于迷

茫状态。他们比较懒散，缺乏自制

力。如果没有人引导和催促，他们可

以一直待在床上玩手机。大多数学生

字迹潦草，错字连篇。我曾随机让4个

学生当堂听写《沁园春·长沙》中的5个

词语，结果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完全写

对。他们写作业很拖沓，不催不做，催

急了甚至抄袭，一个班学生能独立完

成作业的不到50%。

他们还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阅

读碎片化，不能完整地阅读一篇比较

长的文章，甚至不能耐着性子把一篇

文章读完。有时即使能够读完，也不

能准确清楚地说出文章所写的内容，

无法归纳总结并表达出来；二是思维

简单化，无法完成复杂的思维活动，不

能重构或重建知识系统，缺乏联想和

想象，缺乏深度思考；三是缺乏知识性

记忆，有的学生甚至已经完全丧失对

知识的记忆力，上节课讲的内容下节

课一问三不知；四是相当一部分学生

性格孤僻，这可能与现代家庭人口减

少、电子设备兴起有关，也与父母长期

不在身边有关；五是缺乏自信，对自己

有多大能力、未来能干什么缺乏基本

的认知。

不过，积极的信号是，学生普遍具

有想要获得认可的强烈愿望。根据观

察，如果学生一旦有机会展示并获得

成功，得到同学或老师的赞扬，他们学

习的劲头会更足，表现力会更强，学习

的动力也会得到提升。比如，学生碰

到老师会主动打招呼，但也希望老师

能给他们“回礼”，这样他们会很高

兴。他们愿意参加集体活动，只要给

他们机会，他们甚至愿意逃离课堂，兴

致勃勃地在集体活动（如志愿者活动）

中展示自己的能力，做自己喜欢或认

为有意义的事情。

基于上述学情，如何构建有效的

课堂，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我认为：中职课堂应该从重拾学

生学习信心、激发学习内生动力开始，

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着眼于培养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打造知

识有用、训练有效、过程有趣的生本、

生成、生活和生命课堂。

一是要帮助学生重拾自信。重拾

信心需要榜样的力量，要通过中职生

成才的案例，激发学生“努力一定会有

希望”的信念；要介绍国家教育政策和

人才发展潜能，帮助学生做好人生规

划；教师不要吝啬表扬，对学生取得的

成绩要及时肯定，并经常与家长沟通，

实现家校共育；对学生所犯错误要谨

慎批评，走进学生心灵，寻找问题的症

结，一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

提醒的是，教师千万不要轻易给学生

贴标签。

二是要重视行为习惯的培养。比

如写字训练。许多教师会忽视这个问

题，认为其无关紧要。但也有人强调，

“字是人的第二张脸”。教师要让学生

学会把字写正确、写美观、写流利，做

到书面整洁、布局合理。通过写字，还

可以让学生静下心来，集中注意力，培

养观察力。教师要监督学生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作业，不得拖拖拉拉。课上

布置的作业课上完成，防止因赶作业

而抄作业。其实，这些良好的习惯都

是今后工作中所需要的品质。

三是要训练学生的记忆力。教师

要尊重人的记忆规律，充分利用好课

前 5 分钟，抓好上节课学习内容的巩

固，引导学生进入学习新内容的状

态。在课堂上，教师要教学生记忆的

方法，培养学生的记忆习惯。

四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中

职生学习基础普遍较弱，教师要组织

成立学习小组，通过“自我学习、合作

探究、交流展示”等方式，想方设法让

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培养合

作精神，消除交流恐惧感，在体验中完

成知识的学习和生成。其实社会分工

越细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越重要。

开展社团活动也是促进学生学习知

识、展示技能、增进友谊、合作成长的

途径之一。

五是要尊重技能人才培养规律。

技能人才培养的要义在于工学交替，

一边学理论，一边练技能，可先学后

练，也可先练后提（提炼知识），在训练

中获得知识。就如同学习驾驶，其实

我们都知道，驾驶不是单纯学理论学

会的，主要是靠练习和体验学会的。

但现在许多中职课堂教学中却出现了

重理论、轻技能的倾向，教师满堂灌，

学生昏昏入睡，这样的课堂是无效、无

趣和无奈的。

六是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剪

裁。教师必须认真钻研教材，明确编

写者的意图，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合

理确定重难点，寻找突破重难点的方

法，要有针对性地运用教和学的方

法。在课堂上，教师要根据中职生的

情况创设适宜难度的问题，激发学生

学习的内驱力，让学生跳起来摘得到

桃子，而不是跳起来什么都得不到，也

不是坐着就能摘到。一堂课的内容忌

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可能什么都得不

到。一堂课不在于教师讲了多少，而

在于学生真正学了多少、练了多少、获

得了多少。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监利市职教中心）

基于学情，中职课堂该如何构建
□ 陈建华

教改探行

20 年前，张庭洁调到浙江省乐清

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简称“柳职”），

中途接手了一个“最差班级”，开启了

自己的“职教班主任”生涯。

提起中职生，不少人会皱眉，但张

庭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遇到

的学生都很好，真得很好。”而在学生

眼中，张庭洁也“真得很好”，就像慈祥

可亲的妈妈。

“离开学校，我就视你为朋友”

“张老师，我当爸爸了，第一个给

你打电话哦。”电话的那头，是初为人

父的欣喜，说话的是黄陈贺。

黄陈贺曾就读的班级，就是张庭

洁初来柳职接手的那个班。都说“后

妈难当”，中途接手的班主任就如后妈

一样难，更何况还是一个各方面都比

较差的班级。校领导对张庭洁说，这

个班一定要用心管理，否则是管不住

的。在领导有些担心的提醒中，张庭

洁走马上任了。

不过，一个学期结束，这个“最差

班级”竟然在全校的4项竞赛（出勤、仪

表、卫生、纪律）中进入了前四名，令人

大吃一惊。

进步的背后是张庭洁无怨无悔的

辛苦付出。那一年，她的孩子还年幼，

家离学校又远，她却每天早起赶到学

校，陪伴学生，晚上往往也会很晚下

班，早出晚归成了她的生活常态。

黄陈贺回忆往事时颇为感慨：“一

个好老师可以改变好多学生。”一个班

级班风学风的改变，不仅仅在于教师

认真完成任务、对日常工作进行反思，

更可贵的在于教师有一颗爱心，用实

际行动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改变着学生。

毕业前，黄陈贺对张庭洁说：“在

校时，你是我的老师，离开学校，我就

视你为朋友。”连续6年，新年的钟声一

响，张庭洁就会接到黄陈贺的电话，简

简单单的一句“张老师，新年好”，胜过

千言万语。

时至今日，当年那个班的好几个

学生还跟张庭洁保持着联系，也会一

起相约来看望她。

“这是当老师的乐趣，我何其幸

运，遇到的学生都这么好。”张庭洁笑

着自谦地说。

“不要累哦，要早点休息”

从 2017 年开始，学生陈赛朵就一

直在张庭洁生日那天发个小红包，祝

她生日快乐。“老师，生日快乐，本来想

零点发的，可是睡过头了。”红包不在

大小，关键是这份情谊让张庭洁颇为

珍惜。

“老师，好久没看到你发朋友圈

了，想你了……”陈赛朵一直记得上学

时张庭洁曾经给自己买过衣服，多年

后，她还会跟同事“炫耀”这件事。

说起陈赛朵，张庭洁记忆深刻。

陈赛朵是一个很懂事的女生，家里兄

弟姐妹比较多，她排行老三。2011 年

就读柳职后，张庭洁教她语文。陈赛

朵上学期间，父亲得了绝症，每个月需

要去上海化疗，每次都是陈赛朵陪同，

来回一趟要10多天。对于家里这样的

安排，陈赛朵曾有过怨言，张庭洁多次

与她交流谈心，以此舒缓她的情绪。

陈赛朵自己也很努力，每次返校都拼

命把落下的课程补上，学校也减免了

她的部分学习费用。

除了这些，陈赛朵每天早上还要

给父亲和弟弟妹妹做早餐。有一天，

她特地煮了几个芋头带给张庭洁。“芋

头送到我手里时还是热的，握着那几

个芋头，不感动是假的。”回忆往事，张

庭洁的语气十分温柔。那时，陈赛朵

会在午休时间帮张庭洁拔白头发，每

拔一根就说一句：“不要累哦，要早点

休息，你看又多了一根。”张庭洁觉得

陈赛朵就像女儿一样贴心。

后来，由于父亲病情加重，再加上

落下的学业实在太多，陈赛朵在高二

便主动退了学。张庭洁感到非常遗

憾，临别前对陈赛朵说：“不论何时何

地，别忘了学习，即使不在学校，也应

该认真学习。”后来，陈赛朵考了会计

证，一直从事会计工作。

离开学校不少年头了，张庭洁见

证过陈赛朵的几件人生大事：订婚，怀

孕，生孩子，买房子。“看着她把自己的

生活安排得很好，我觉得很欣慰。”聊

起这个“女儿”，笑意爬上了张庭洁的

眼角。

“很幸运你是我们的班主任”

2017年的一天，电话那头，学生海

梅的父亲扯着大嗓门说：“张老师，我

跟你说，我这孩子就读两年，她不考大

学的，读大学没用。”放下电话，张庭洁

心情沉重：都什么时代了，还有家长相

信读书无用论，脑中同时浮现出海梅

的身影，个子不高，娇娇弱弱。

张庭洁抽出一个下午去家访。海

梅家租住的是北白象镇的一间低矮小

平房，里面堆满了杂物，连床上都挂满

了衣物。在那狭窄的小厨房里，张庭

洁跟海梅的母亲交谈起来。原来，海

梅一家五口，母亲生了一种怪病，逐渐

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的重担全都落

在海梅父亲的身上。家访回来，张庭

洁的心情更加沉重。

高三开学，看到海梅报到的身影，

张庭洁的心才放了下来。这一年，除

了鼓励海梅学习上认真迎考，生活上

照顾好自己，张庭洁还想着该如何帮

海梅一把。高考分数下来了，海梅考

得不错。张庭洁帮忙咨询助学贷款事

宜的同时，团委也传来了好消息：有企

业愿意赞助海梅继续上学。但海梅最

终还是选择打工赚钱贴补家用，放弃

了读大学的机会。在深深的遗憾之

余，海梅反过来安慰张庭洁别担心，她

会乐观面对。海梅说：“在柳职的 3 年

是我最美好的回忆，很幸运你（张庭

洁）是我们的班主任。”

海梅已经工作一年多了，张庭洁

依然很牵挂，后来得知海梅在工作之

余报了函授本科，大专考试也录取了，

张庭洁的心才放了下来。

“感谢您没有放弃我”

2021 年，一个叫睿颖的女生来到

张庭洁的班里。她留着中性短发，戴

着好几个耳钉，一脸的桀骜不驯。第

一天，睿颖在校园里公开抽电子烟，面

对老师的批评，她大发脾气；她的抽屉

里摆放的不是书本，而是扑克、零食；

她说谎时脸都不红，一言不合就满口

脏话；她还违反校纪，多次带手机进校

园……第一个学期，睿颖累积的处分

就达到了留校察看的程度。

这样的学生出现在班里，身为班

主任该如何管教呢？

操场上、教室外、办公室……校园

的许多地方留下了张庭洁与睿颖的身

影，一次次交谈后，睿颖慢慢向张庭

洁敞开了心扉。她的问题源自诸多方

面：有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有父母的

溺爱……

如何有效教育？这是一个难题。

都说教无定法，睿颖每次犯错，不

再是一份书面反思了事，张庭洁采取

了不少激励措施。首先，关注细节，挖

掘亮点。对睿颖的优点，张庭洁不遗

余力地夸：睿颖的字写得不错，睿颖的

体育不错，睿颖学会控制情绪了……

其次，每周报优点与缺点，缺点一周

不犯就可以划为优点，短时间内督促

睿颖努力达成，为养成良好习惯做铺

垫。再次，家长协助，共同教育。张

庭洁多次与睿颖的母亲沟通，交流睿

颖在校和在家的表现，提出不少建

议。最后，赏罚分明，主动参与。后

来睿颖当了寝室长，能力得到了肯

定，再后来她又成了班委，充分担当

起班委的责任，班级活动她都能主动

参与、出谋划策。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同学们发现

睿颖“好”说话了，有教师发现她上课

认真了，也有教师发现她说话有礼貌

了。在张庭洁看来，睿颖的笑容也多

了。“你笑起来真好看，多笑笑”。

“时至今日，睿颖还会时不时犯

错，小毛病也时不时冒出来。但是，我

看到的是她的努力，努力改变脾气，努

力学习，她没放弃。”张庭洁说，“我相

信她会变好的。”

一学期结束，睿颖给张庭洁留了

一段话：“这学期不论言行举止还是学

习成绩，我都在进步，最主要的原因是

您对我的悉心栽培，对我所犯的错误

会耐心指出，即使我一次又一次犯错，

您也没有放弃我……”

一位班级管理不成功的班主任失

败的理由可能会有100条，而一位优秀

班主任成功的经验肯定有一条，那就

是责任心。责任心衍生出的就是“严”

与“爱”。教师对学生的关爱，胜过千

万次的说教。张庭洁与学生之间，涌

动的是胜似亲情的师生情。

“让每一朵紫藤花自由绽放”是柳

市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理念，张庭洁

将这一办学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她

说：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朵紫藤花，开花

的时间有早有晚，花期有长有短。静

待，聆听花开的声音；守候，感悟花开

的美好。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乐清市柳市

职业技术学校）

张庭洁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

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语文

高级讲师，温州市优秀班

主任，温州市学科骨干教

师，曾获“乐清市道德模

范提名奖”，所带班级获

温州市“先进班集体”荣

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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