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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教育理念对与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职语文作为一门为专业发展服务的公共基础科目，在教学中也应秉承“手脑并

用”理念，在“做学合一”的教学活动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复合型技能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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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年代初，教育家黄炎培就针对职业教育思想提出了“手脑并用，

做学合一”的教育理念。2005 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专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强调指出，职业教育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坚持

“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教学原则。2019 年 6 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职业

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做

到传授基础知识与培养专业能力并重，强化学生职业素养养成和专业技术积累，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 

中职语文作为一门为专业发展服务的公共基础科目，在教学中也应秉承“手

脑并用”理念，在“做学合一”的教学活动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复合型

技能人才。 

一、教学有“道”，激活“手脑并用”。 

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学须有“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软

肩膀挑不起硬担子。作为一名中职语文教师，必须务本立道，明确肩上的“硬担

子”，担起肩上的“硬担子”。 

务本是明确使命。职业教育的“本”在于为国家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高素质”在于道德品质的培育和思维品质的提升，在于丰富“脑”。“高

技术技能”在于专业实践的淬炼，在锻炼“手”。由此可见，“手脑并用”理念

对于学生成长成才十分重要。而《中职课程标准》在第一部分“课标性质与地位”

中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

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特点，也是“手

脑并用”的理念体现。基于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和语文课程的独特性，中职语文

教师必须明确语文教学要助力学生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神圣使命。如此，

中职语文教师必须在心中树立“手脑并用”理念。 



务本是提升自我。使命激发动力，中职语文教师在使命的鞭策和激励下，应

当注重提升自我，提升教书育人的硬实力，提升运用“手脑并用”理念的能力。

如，在不断获取新知中，升级“手脑并用”理念；在深度专研教材中，读懂“手

脑并用”内涵；在创新丰富教学活动中，活用“手脑并用”技巧。 

作为一名中职语文教师，唯有明确育人使命、提升育人能力，才能深刻理解

“手脑并用”理念对于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影响，才能在教学中秉承“手脑并用”

理念，激活学生“手脑并用”的思维火花。 

二、教材有“融”，树立“手脑并用”。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的目

标。而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学生的就业服务，所以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应以实用、适用为原则。面对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中职语文作为一门为专

业发展服务的公共基础科目，在教学中灵活运用“手脑并用”理念势在必行，这

既是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专业发展的需要。 

《中等职业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0 版）中明确指出通实性教育与职业

教育相结合的观点，公共基础课要要结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基于“手脑并用”理

念和课程标准的要求，就要发挥语文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融合，价值观教育和

学课知识教育相结合，从而提升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通过文化课加专业课专融

合的方式，激励学生发展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同时，掌握专业技能，达到学科关

联和专业互助的目的，实现具备多方面知识、技能和素养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

目标。 

语文课与专业课相融合，首先在于语文教材与专业课教材相融合。这就要求

语文教师既要深挖文本中的与学生专业相联通的教学元素。比如，针对建筑施工

专业的学生，语文教师就可以开设“建筑+语文”的文专融合课——《持语文之

翼 舞建筑之美——中国古建筑欣赏》。可将课堂设计成“认识古建筑、欣赏古

建筑、守护古建筑”三个篇章，把分散在建筑和语文学科中的“知识点”串联起

来，有效融合古建筑与语文学科的知识。 

这样既让学生在语文课中体会到专业课的魅力，也实现了学生语言构建与表

达、文化传承与理解的核心素养的提升，真正实现语文教学服务于专业发展，在

学生心中牢固树立“手脑并用”理念。 

三、教法有“新”，升华“手脑并用”。 

职业教育是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旨在培养实践性人才。而在教学中，坚守



“手脑并用”理念是实现培养实践性人才的基本途径，它不仅巩固和加深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向技能转化，还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随着核心素养的提出，中职语文教学从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

教学目标从“双基”“三维”转向“核心素养”，而语文课程也开始回归本体功

能，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就要求中职语文教师不仅在教学中、教材上做足真

功夫，还要围绕“手脑并用”理念，创新教法。 

创新教法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致力于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项目教学模式，灵活采用任务驱动法、朗读法、案例教学法、讲授法、讨论法

等教学方法，设计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提升学生“听、说、读、写”的语文四

项基本能力，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提升学生动手

动脑的能力。 

创新教法不仅体现在教学活动中，还体现在教学评价方面。在教学评价方面，

教师要懂得开展“表现性”的教学评价，使教学评价真实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表现性评价，是指通过客观测验以外的行动、表演、展示、

操作、写作等更真实的表现来评价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思维能力、

创造能力、实践能力的评价方法。例如：在《离太阳最近的树》教学中，教师设

计“为红柳写诗”的活动，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创作短诗，并现场进行表演朗

诵，既是在评价学生对红柳形象的把握程度，也是对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文字

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考察。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他强调，教育要

“手脑并用”，“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齐全，是创造教

育的目的。“手脑并用”的教育理念运用到职业教育中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中职

语文教学中坚守并运用“手脑并用”理念，对于语文课服务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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