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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深度学习的中职语文信息化活动设计策略
杨玲侠

（陕西省白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陕西 渭南 71560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中职语文教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对语文课堂教育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由于传统

教育模式上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为了快速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中职学校大力推广信息化教育。教育信息化2.0计划提出“三

全”“两高”“一大”的要求，这也将成为中职语文信息化活动设计的核心方向。语文作为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重要学科，

在整个中职教育中对学生的学习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本文通过对面向深度学习的中职语文信息化活动设计意义及策略研究，力图建

立适合中职学生持续学习、高校学习的信息化教学体系，进一步优化课堂教学环境，从不同角度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以此推动中职

语文课堂质量的提升、推动中职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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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已经被高效应用于各行

各业的生产活动中。在教育领域也不例外，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

教育信息化 2.0 计划的开展，让更多中职教师意识到通过信息化

教学活动设计能够提高教学有效性，帮助学生走向深度学习。目

前中职语文教育中，会发现学生学习兴趣不足、自主学习能力不足、

基础知识薄弱等特征。依托信息技术开展语文教学活动，意味着

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框架，为课堂教学增加更多的可能性。对提

升学生兴趣、开展分层教学、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等有着推动作用。

本文对中职语文信息化活动设计意义进行了简单分析，并深度研

究了面向深度学习的中职语文信息化活动设计策略。

一、中职语文信息化活动设计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由于诸多因素影响，中职语文教学陷入了“教学双失”的尴

尬处境，教师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则

由于自身、教学和外界因素影响常常产生厌学心理。开展信息化

教育，对中职语文教学来说，是新的尝试和创新，更能顺应当前

学生善于接受网络信息的特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

富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营造更具情景化的教学氛围。

（二）有利于促进线上线下资源的融合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持续多点散发，对中职教

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学生无法顺利到课堂进行学习，因此需要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育模式的引入，保障学生按时完成学习任务。线

上资源和线下资源的融入，给学生提供了宽阔的学习空间，有效

拓展学生视野，打开学生思维，激发学生的思考与想象。同时为

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路径，让更多中职学生有条件进行个性化学

习。

（三）有利于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信息化教学的开展从技术方面讲，可以增强互联网资源对语

文学科的适用性，主动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习

惯。其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有效提高教学活动设计质量，

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帮助不同层次学生稳固基础，走向深度学习。

二、面向深度学习的中职语文信息化活动设计策略

（一）线上 + 线下混合式预习

在以往中职语文教学中，大多数学生在预习环节都只是走一

个形式，阅读一遍课文就算完成了预习任务，这样的现象让学生

在课堂学习中会显得更加吃力，难以理解课文所传达的重点和思

想。为了能够改善学生预习效果不理想的现象，在信息化活动设

计上，需要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从中培养学生深度

预习习惯。教师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优势，选择适合的平台录制预

习微课内容。时间控制在 10-15 分钟之间，着重帮助学生捋清文

章结构、需要思考的问题、文章的中心思想等。

例如在学习语文《眼睛和仿生学》这一课内容时，教师提前

搜集相关资料为学生录制成微课视频。此课程重点在于学生需要

掌握课文的说明顺序及分析说明、综合说明等说明方法，难点为

本文主体部分的“横式结构”及分类说明的结构和方法。在微课

中教学可以为学生科普仿生学的知识，先让学生对文章的标题有

一定的了解，这一部分可以选取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纪录片，把仿

生学的原理介绍给学生。然后通过拆分和解析，让学生了解课本

的结构，提前辅助学生梳理文章脉络，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并在微课中提出问题：本文的说明顺序是由一般到特殊，由简单

到复杂的，对于这样的结构你有什么样的理解？本文交错运用举

例子和比较两种方法进行说明，你认为这样的方法有什么好处？

阅读整篇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认识？三个开放式的题目，可

以顺利打开学生的思维，更利于学生对文章结构、内容和含义的

理解。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问题穿插于各个环节中，检验学生

的预习成果。学生在根据微课视频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将自己遇

到的问题记录下来，并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课程讲解结束之后，

回到自己的问题中进行思考与解答。这样可以促进学生深度思考，

让学生学会自问自答，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预习习惯。

（二）数字化情景激发学生兴趣

在中职语文课堂中，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兴趣不足是常

有的情况。由于中职学校学生基础知识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在课

堂学习中会略显吃力。加之对文章内容不感兴趣，整堂课下来能

够掌握的知识并没有多少。而教师在教学中，通常会有自己的讲

课节奏，这样学生和老师没有同频，最终达到的教学效果就会不

尽人意。在这一教学现象下，提高课堂教学兴趣，是信息教学活

动设计中首要考虑的元素。教师可以在教学演示文稿中，为学生

设计数字化情景内容，借助影像资料、广告、纪录片、图片、音

频等信息化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帮助学生深度理解文章

的情景，从直观化的教学内容中，激发学生的联想思维，培养学

生阅读理解能力，为学生营造情景化的学习氛围。

例如在中职语文中学生会学习《雷雨》《茶馆》《威尼斯商人》

等文章，通过戏剧的阅读，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情感共鸣。在

讲解这些文章时，教师可以将互联网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话剧短片、

影视作品等搬到讲台上，让学生通过观察表演内容，结合文章中

的文字体会作者的用意，培养学生的理解力。其次学生之间可以

组成学习小组，节选片段进行临时的表演，这样更利于学生深入

到文章情境中，体会故事的氛围、语言特征、人物关系、任务特

点和所表达的思想。根据数字化情景的构建，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而此部分内容，教师可以进行大单元教

学设计，为学生制定清晰的目标，引导学生进行群文阅读、模仿

写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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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信息化学习小组促进学生合作学习

为了培养中职学习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力，在教学中需要

设计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在教学过程中依托学生兴趣特组建学

习小组，每个小组可以采取组长轮流制制度，组长复杂活动的统

筹和协调工作，然后每个小组建立一个微信交流群。教师根据课

程内容为学生布置多项主题任务，每个小组选择一到两个任务进

行实践。每个学生需要负责完成一项以上的子任务，确保人人参与，

共同完成合作学习任务。课余时间学生可以在群中互动，讨论学

习中的问题，组长做好问题总结，这样也能督促每一位学生认真

对待合作任务，并积极参与其中。

为了促进学生深度学习，除了需要掌握课本知识之外，还需

要引入课外资源，让学生有条件进行实践探究。例如在中职语文

教学中会涉及到应用文写作训练，介绍信与请柬写作等。在这一

环节上教师为学生选择当前比较热议的话题，如“人人参与冬奥

会”“疫情之下的生活”等主题活动。每个小组由组长领导提前

基础网络平台绘制思维导图，明确人员分工和任务执行的方案。

然后每个成员根据自己的想法，设计自己所负责内容的思维导图。

这一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班级群、钉钉等平台进行分享。然后在根

据自己的实践调查、资料搜集、视频记录等不同的活动形式完成

活动。所得成果以应用文写作形式进行展示。这样的内容既可以

培养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同时还能通过整个活动，培养学生的

组织能力、合作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深度合作学习。

（四）利用信息化优势开展精简多练课堂教学

在中职教学中，普遍学生都会具有惰性思维，习惯于被教师

引导着走，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深度学习路径。学

生自主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不足是多数中职学生的学习痛点。而

由于家庭、社会因素影响，学生课余时间阅读练习、写作练习的

机会非常少。因此课堂上除了教师的讲解之外，还要给学生预留

充足的时间进行自主练习和合作探究。在这个环节上需要教师分

学生进行层次划分，依据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成果等划分不同

的等级，然后为学生制定不同的学习目标及任务。这样学生学习

起来不用有更多负担，同时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巩固和进一步

学习。

如在学习《故乡的榕树》这篇文章时，需要培养学生热爱家

乡的优秀品质，并让学生掌握写景抒情散文的基本技巧。在课文

导学部分可以引入余光中的《乡愁》作为导学故事，率先引领学

生体验文章情感，课程所讲解的内容尽量精简化，并能为学生预

留 15 分钟的时间进行线上群文阅读练习和线下创编练习。教师依

据学生的不同层次设计阅读难度和写作难度，保证学生可以顺利

参与此次活动。

（五）依托大数据进行学生学习质量检测

大数据是目前各行各业都热衷于运用的网络技术，在教育教

学中运用大数据，可以给教学带来诸多便利，也能更加科学的检

测学生的学习成果。教师可以借助人们常用的大数据分析平台，

如“即可大数据”网站，扫描学生平时的作业、试卷等。这些平

台都具有线上阅卷的功能。教师在每次完成阅卷之后，平台都可

以根据不同题目的测结果，为教师提供详细的数据。这样更利于

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和错误指导，从而提升

教学质量，帮助学生深度学习。

学习完《师说》《过秦论》《赤壁赋》这几篇文章，教师可

以为学生设计单元考核，依据之前所划分的层次，每个层次学生

的考核题目有所不同，并将所设计的内容分发给学生。教师通过

大数据平台进行阅卷，平台会将阅卷所生成的报告反馈给教师，

这样教可以清楚地了解不同层次学生在基础题型、阅读题型、写

作等各个方面的的得分率。通过单元考试，教师还可以了解全班

学生在古文学习中常遇到的问题，以便做出更多的调整。将易错

题型进行重点讲解，帮助学生找到学习古文的方法、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线上阅卷不仅能够减轻教师手工判卷的工作量，所生

成的报表还能及时发送给学生，每个学生也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

同的学习报表生成，及时检测学生的学习动态。

（六）利用信息化资源提升学生表达能力

教师可以借助信息化资源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以此促进学

生深度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很多课外信息化资源都能为学生拓

宽阅读和写作渠道。将与教材相关的资料进行整合，引导学生进

行思考与写作，以此激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思辨

能力、改善学生机械化学习的特征。例如在学习“散文的写作”

这一部分内容时，学生需要掌握散文的定义、特点、分类等。这

些内容需要学生具备大量的散文阅读基础，然而很多中职生阅读

量不足一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教师在讲解这一部分内容时，可

以为学生搜集一些散文特征介绍的短片，让学生快速形成知识框

架，然后在为学生选择不同的主题进行即兴创编、续写等活动，

以此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促进学生在写作方面的深度学习。

（七）借助网络红色资源开展育人教育

想要培养学生深度学习的习惯，需要加强育人教育的引导，

以此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在

这环节上，教师可以根据教材中的文章背景，借助网络红色资源

为学生宣传特殊时期的革命精神。红色资源一直是学生了解我国

发展进程的有效载体，将红色文化与教材内容进行结合，开辟中

职语文教育的新风潮，提高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例

如在学习《沁园春·长沙》之后，此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

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抒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

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

教师可以借助诗词创作背景，为学生讲解革命故事：“《沁园春·长

沙》是毛泽东于 1925 年晚秋，32 岁时，离开故乡韶山，去广州主

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感慨万千所做的词。”

然后在通过网络搜集与之相关的故事内容，让学生课前观看学习

了解，帮助树立学生的信心，培养学生的信念，帮助学生端正学

习态度进而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职教师需要紧抓信息化教育的优势，根据中职

学生心理特征及需求开展语文教学设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

不同环节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以更好地

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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