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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能、激能、赋能、促能 

——中职语文课堂“备学—导学”10 年改革创新实践 

 

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形成过程 

自 2006 年 10 月，成果第一完成人钱和生老师先以相关课题

组为团队，后以领衔的“江苏省职业教育钱和生语文名师工作室”

为平台，秉持以生为本、以“学”为中心理念，针对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语文学习困难、学习动机不足，语文课堂“教”与“学”

分离、效率低下，教、学、评脱节等现状，开展了系列性的课题

研究与课堂改革实践，努力探求既能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教育

根本任务、完成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特定的教学任务、又切合

中等职业学校特殊的“生情”“学情”，并能为学生专业技术技

能成长与未来职业发展需要服务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教学

方法策略。 

第一阶段（2006-2015年），以江苏省教育学会省级“十一

五”教育科研课题“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习方法研究与指导”和

第一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自筹课题“全程备课在

中职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两项课题为载体，展开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学习方法指导”途径、方法探索，语文“全程备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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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构架构、备课内容与方法优化等一系列的“备”“导”方式

方法的研究，并先后在本校及泰州市博日电脑技术学校、江苏省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等学校进行实验验

证与实践推广，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效益。期间，

出版《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论》《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学习

方法指导导论》专著 2本（均被泰州教育局图书室永久收藏），

发表论文 25 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5 篇），初步建构了创

新性的“备学”“导法”理论体系，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全程备课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研究”获得第一期江苏省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优秀课题二等奖（见图 1） 

 

 

 

 

 

 

 

 

 

 

第二阶段（2016-2021年），以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三

五”规划课题“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教与学策略研究”研究为

切入口，重点对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的“导学”策略进行理论

探究、实验验证与实践推广。并通过对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

备课”“学习方法指导”研究成果进行重组，优化第二期江苏省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自筹课题“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模式

           图 1：成果形成第一阶段主要物化成果与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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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研究”研究中建构的情境化教学模式结构，重塑课堂教、学、

媒介三要素功能，最终建构起“以‘学’为中心”“以‘导’代

‘教’”为核心理念，以“适能”（适合学生现有学习能力）、

“激能”（激发学生学习潜能）、“赋能”（赋于学生学习能力）、

“促能”（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为目标追求的中等职业学校

语文课堂“备学—导学”理论体系和操作结构系统（见图 2）。 

 

 

 

 

 

 

 

 

期间，出版《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导学策略》成果专著和

《语文学习策略读本》学生读本各 1 本、发表成果论文 38篇、

汇集《导学设计个案集》《学案集》各 5册、课例研究报告 8份、

课堂实录分析案例 20个，在相关实验实践学校组织“同课异构”

活动 5次。形成了集学术著作、论文及学生读本、实践案例为一

体的系列性物化成果（见图 3；表一、表二、表三）。 

 

 

 

 

 

 

图 3：成果形成第二阶段部分物化成果图片 

图 2：成果整合路径图 

导学准备（备学）策略 

导学实施策略 

反思与导学质量评价策略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教与学策略研究 
以导

代教 

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自筹课题 

全程备课在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自筹课题 

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江苏省教育学会省级“十一五”教育科研课题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习方法研究与指导 

将“学情”作为“初备－细备

－复备”全程备课的依据 

 
构建“创设情境导入教学－展

开情境实施教学－再设情境总

结教学”课堂情境化操作程序 

 

学习方法指导内容与方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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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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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成果论文一栏表 

序号 论文篇目 

1 刍议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模式实施程序 

2 论中职语文全程备课的目的性与针对性 

3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 

4 定位、择点、循序：中职生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学模式内涵与特征探析 

5 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研究 

6 地方优秀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模式建构 

7 基于发展核心素养的说明文教学策略研究 

8 情境教学法在中职语文说明文教学中的应用 

9 基于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的说明文写作教学策略 

10 基于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说明文写作学习策略 

11 
论中职语文教学中地方优秀文化资源选择原则—以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实践活动引入地方

优秀文化资源为例 

12 指导诵读，引导品读，点拨悟读——核心养培育视野下的中职古诗词教学策略 

13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的原则 

14 中职语文“定向、导法、应用”教学模式研究 

15 基于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写作教学实践的思考 

16 中职语文阅读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发散——聚合思维 

17 创新中职语文教学方法,全面优化教学过程 

18 立足文本的中职历史材料议论文破题法 

19 浅议中职议论文写作课堂的对话 

20 论中职文言文循序渐进的“四文”教学策略—以《师说》为例 

21 基于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的记叙文写作教学策略 

22 互联网时代的中职作文教学探讨 

23 中职古诗文情趣化教学探究 

24 中职语文教学导入特点与方法研究 

25 信息化环境下中职生活化作文教学策略探索 

26 基于“教学做合一”的中职作文教学策略研究—以《特征和顺序—说明文写作》教学为例 

27 高职语文课堂教学情况学生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28 促进师生互动,激活高职语文课堂—以《致橡树》为例  

29 试说高职语文学习评价方式的改革 

30 中职语文课堂微观教学初探—以《沁园春·长沙》为例 

31 关于中职语文多元化教学方法探讨 

32 中职语文教学渗透策略的运用 

33 中职应用文写作的三步走策略探究 

34 中职作文情境教学模式探究 

35 唤醒与激发：中职语文情境教学的要义 

35 关于中职语文课程落实核心素养的思考 

37 目标∙ 策略∙ 路径—中职语文古代诗文教学之我见 

38 教师发展：课程标准执行力的题中之义—以语文课程为例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84&CurRec=2&recid=&FileName=DSWZ201610189&DbName=CJFDLASN2016&DbCode=CJFD&yx=&pr=CJFU2016;CJFV2016;&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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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历经了两轮由本校部分实验班到本校全体在校班级、由

本校到外校“由点到面”的实验验证与实践推广。尤其是成果形

成的第二阶段，自 2016 年秋学期始，先后在本校、泰州市博日

电脑学校、邗江中等专业学校和江苏省扬州旅游商贸学校、江苏

                     表三： 课堂实录案例分析一栏表 

序号 篇目 

1 《沁园春·长沙》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2 《念奴娇·赤壁怀古》课堂实录案例分析（1） 

3 《念奴娇∙ 赤壁怀古》课堂实录案例分析（2） 

4 《山居秋暝》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5 《荷塘月色》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6 《药》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7 《祝福》课堂实录案例分析（1） 

8 《祝福》课堂实录案例分析（2） 

9 《荷花淀》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0 《项链》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1 《茶馆》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2 《雷雨》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3 《贵在一个“新”字——略谈独立思考》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4 《东方和西方的科学》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5 《仁爱一生》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6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7 《“历史型”话题议论文破题讲解》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8 《写作∙ 求职应聘信》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19 《口语交际 接待》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20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模拟求职应聘洽谈会》课堂实录案例分析 

 

                      表二： 课例研究报告一栏表 

序号 案例篇目 

1 “一切景语皆情语”—基于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荷塘月色》课例研究 

2 未曾预约的精彩—转型于“情境化课堂”教学模式的《即席发言》课例研究 

3 基于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静女》课例研究 

4 
任务驱动，“拍”出精彩课堂—基于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课例

研究 

5 巧用“矛盾”发掘美—基于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课例研究 

6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基于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窦娥冤》课例研究 

7 微探文言教学：“三读二探一拓”促思辨—以《劝学》中设喻教学为例 

8 育人·育心——《林黛玉进贾府》课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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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淮阴商业学校、江苏省吴江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张家港中等

专业学校、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等学校对成果进行第二轮实验验证与实践推广。在

期间，除本校所有在校班级、学生均参与实验外，其他 8 所学校

先后有 250 多个班级、超过 14000 人/次参加了成果的实践（见

图 4、图 9蓝线显示）。 

 

 

 

 

 

 

 

 

 

 

 

 

 

 

 

 

 

 

 

 

在成果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教育厅职教处、职教研

究所和泰州职教处、教科所领导、专家的指导，同时，这些领导、

图 4：参加成果实验实践学校情况说明、证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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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对成果的创新性与应用性给予了充分肯定（见图 5-1、-2）。

江苏教育网新闻视频、《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和《江苏教育》杂

志、扬州网、泰州日报、泰兴政府网、泰兴电视台、泰兴日报等

媒体先后对成果研究与成果推广情况进行报道、宣传（见图 6）。 

 

 

 

 

 

 

 

 

 

 

 

 

 

 

 

 

 

 

 

 

二、成果主要内容                     

    理论上，以“学”为中心，从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基本原

图 5-2：2021年 5月，江苏理工学院

职教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庄西真博士、

省教科院职教研究所副所长陈向阳

博士指导成果建设 

图 5-1：2017 年 12 月，钱和生向省教

育厅职教处刘克勇处长和省教科院职

教研究所方健华所长、陈向阳博士、谢

传兵等领导、专家介绍成果 

    图 6:媒体报道剪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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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基本功能四个方面原创性地提出了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

“备学”的基本理论；“以‘导’代‘教’”，以中等职业学校

语文课堂导学策略概念、含义、特征和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导

学准备（备学）策略、导学实施策略、反思与导学质量评价策略

等内容，创生具有前瞻理念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导学理论体

系。 

实施程序上，课前“备学”：导预习—分析预习“学情”—

预设课堂“导学”方案；课堂“导学”：创设情境进入导学—展

开情境实施导学—再设情境检测导学。备学，流程上，由“导”

到“备”；内容上，“备”中有“导”。导学，时空上，承接“备

学”时的预设方案，由“备”到“导”；实施环节上，“再设情

境检测导学”让静态的预设方案随动态的“导学”过程而生成，

“导”中再“备”。“备学—导学”两维空间以“学”为中心，

架构成“二位一体”的循环型结构系统（见图 7）。 

 

 

 

 

 

 

 

 

 

三、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问题一：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教”与“学”内容

图 7：以“学”为中心的“备学－导学”二位一体框架图 

学 

      创设情境进入导学 

展开情境实施导学 

      再设情境检测导学 

 导 

导预习—分析“学情”—预设“导学”方案 

 备 

 再
导 

 再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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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教”与“学”行为不同步 

解决办法：备学“适能”。摒弃传统的只“备教”弊端，备

学习内容，根据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未来职业发展需要，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情”现状，取舍、

增补、渗透“导”与“学”内容，实现“导”的内容与“学”的

需求统一、与“学”的能力适宜；备学习方法与学习过程，依据

“导”与“学”内容设计相适应的“导”与“学”方法与程序，

使静态的“导”与“学”内容与动态的“导”与“学”方法、程

序相吻合，实现课堂“导”与“学”内容共融、“导”与“学”

行为同步呼应。 

（二）问题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语文学习兴趣不浓、动

机不强 

解决办法：导趣“激能”。以“学科性、育人性、生活性、

职业性”导学情境的创设要求，破除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材限制，

向学生身临的社会生活和未来的职业生涯延伸，向教材之外、教

室之外的人与事拓展，丰富的导学情境内涵，将学生的语文学习

与校外生活及其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素养融合于多元化的导

学情境之中，唤醒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内部动机，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借助“创设情境进入导学—展开情境实施导学—再设情境检

测导学”课堂导学实施流程中“情境”，架设引领学生课堂学习

思维的“桥梁”，激活与调节学生课堂中的每一个学习步骤与环

节，确保学生持久地以良好的学习态度与积极的思维趋向，沉浸

在课堂学习之中，唤起其学习潜能。 

（三）问题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知识、能力基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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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困难 

解决办法：导法“赋能”。“以‘导’代‘教’”，“导学

习过程、导认识规律、导思维发展”，赋予学生语文学习过程方

法、认知方法、思维方法，引导、支持学生课堂学习中的每一项

认识与思维活动，实现导学活动的时空顺序与知识演化的逻辑顺

序、学生学习的心理认知顺序“三序合一”，促进学生对语文学

习心理感知由难向易转化，帮助学生形成具有“独立的”语文“学

习者”的能力。 

（四）问题四：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教”与“评”、“学”

与“评”不一致 

解决办法：导评“促能”。架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学生

学习过程自我评价方式与途径新“支架”，引导学生进行课堂学

习的自我性评价。以“学习者视角”设计“课堂学习自评表”，

让学生自我评价课堂学习的“活跃度”；在“再设情境检测导学”

环节，依据课堂“动态”学情，再设镶嵌着语文知识运用和语文

能力训练条件的学生自测“情境”，让学生自主地对获得的知识、

方法进行感觉与体验、理解与运用、归纳与积累、总结与评价。

实现“导”与“评”、“学”与“评”的一致性，提升中等职业

学校语文课堂评价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功能。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一）理念创新 

成果改变传统的“‘学’跟‘教’走”思想，“备学—导学”

坚持以“学”为路标，凸显“学”对“备”“导”的指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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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学，将“学”作为“备”的依据与主体“材料”，凸显“备”

切合“学”的能力与需求；导学，依学施“导”、因学而“导”

和以“导”引学、以“导”促学，“导”为“学”服务。在彰显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怎么导”的方法策略的同时,放大教师

引导者、指导者功能，提高学生探究者、体验者主体地位，实现

了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从“师本教育”到“生本教育”的嬗变

与超越。 

（二）结构创新 

成果在坚持“学”的资源性提前下，形成的“备学—导学”

“二位一体”循环型框架结构系统，“备”中有“导”，“导”

中再“备”，使课前“备”、课中“导”双位贯串、双向建构、

双边融合，将不同时空中的“备”“导”两个维度行为，统一于

“以‘学’为中心”的同一时空、同一维度结构系统内，实现了

“备”“导”与“学”“共同体”共生、共进一体化。 

（三）内容创新 

成果在“导”与“学”内容的开发上，改“依‘本’选用”

变“依‘本’开发”，以“学科性、育人性、生活性、职业性”

视角，采用“取舍”“增补”“渗透”方法，紧紧围绕学生解决

真实的专业领域和现实生活问题所需的语文学科能力和必备品

格，将中职语文课堂“导”与“学”内容向思想道德和科学人文

素养内涵扩展，向社会生活和学生未来职业生涯领域开阔，丰富、

拓宽学生语文学习空间与学习视野，实现了语文课程知识内容与

“立德树人”教育、社会生活、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内容相融合的

“导”与“学”内容体系重构（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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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创新 

成果消除教评学、师评生的传统评价弊端，以“学”为视角，

将“导”学生自评置于课堂“导学”实施全过程。设置“课堂学

习自评表”，建立了学生课堂学习“动态”发展性自评评价机制；

设置“再设情境检测导学”环节，让学生在自我“检测”中，成

为课堂学习行为和结果的实施者、创造者与自我评价者、改造者

的“统一体”，促进了“导”“学”“评”互联互循、互助互促

的生态课堂的形成，营造了利于学生能力、特长发展的氛围。 

 

五、成果推广、应用与成效 

 （一）成果的实践，产生了较好的应用效益 

成果除在本校进行实验验证、实践应用外，在省内 8所学校

对成果进行推广与应用。在成果实践推广过程的访谈中，接受访

谈的学生都表示，通过语文老师课堂“导学”指导，课前能做好

预习、课堂中也能跟随老师的指导进行自主的探究体验学习、课

堂与课后作业准确率也比以前提高了；相关数据还显示，实验班

 

学科性、育人性 

生活性、发展性 

“导”与学内容 

渗透 

增补 

取舍 

取舍 

增补 

渗透 

社会、未来职业

生活 

“立德树人” 

教育 

科学人文 

语文课程

知识 

      图 8：“导”与学内容重构体系图 

取舍 

增补 

增补 

渗透 

渗透 

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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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生在语文学业测试中，其平均成绩明显高于非实验班的平均

成绩。这些都表明了成果的应用有效地促进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

改善与学习能力的提升。 

参与成果实践应用的学校普遍认为，成果的应用“引领、推

动了学校语文课程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为有效地培育学

生语文核心素养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操作途径与方法借鉴”“具有

较强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见图 9、图 4红线显示）。 

 

 

 

 

 

 

 

 

 

 

 

 

 

 

 

 

  

 

图 9：参加成果实验实践学校对成果评价“说明”“证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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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的运行，培养了优秀的团队 

    在成果的研究与实践中，团队成员专业水平、能力得到提升。

1 人被评为省特级教师和市级名教师，2 人获得市级综合表彰，

有 5人获得市级以上骨干教师称号；14人/次获得市级以上教学

大赛等级奖（见表四，图 10）；2017年以来，团队成员基于“以

‘导’代‘教’”理念，以“备学—导学”架构参赛作品（见图

11），先后有 2人在省职业学校教学大赛中分别获一、二等奖。 

 

 

 

 

 

 

 

 

 

 

 

 

 

 

 

 

 

表四：成果团队成员获得荣誉称号与教学大赛获奖情况一览表 

姓 名 所 在 学 校 获 奖 类 别 时  间 

钱和生 

江苏省泰兴中等

专业学校 

江苏省特级教师 
2014.09 

泰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泰州市名教师 2017.08 

印凤迎 

泰兴市第五批教学能手 2019.05 

泰州市第七批教学能手 2020.01 

泰州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一等奖 
2020.12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大赛（中职组）语文组别二等奖 

褚  凤 
泰州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一等奖 

2020.12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大赛（中职组）语文组别二等奖 

朱翠霞 
泰州市博日电脑

技术学校 

泰州市公共基础课“两课”评比一等奖 
2014.06 

江苏省公共基础课“两课”评比研究课 

泰州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课堂教学大赛二等奖 
2018.12 

江苏省职业学校教学大赛课堂教学大赛三等奖 

姜红艳 
江苏省淮阴商业

学校 

2016、2017、2018、2019 年度淮安市职业教育教科研

能手 

2017.07 

2018.06 

2019.04 

2020.06 

淮安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课堂教学大赛三等奖 2017.10 

淮安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三等奖 2017.10 

淮安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语文组二等奖 2020.07 

彭召军 
江苏省张家港中

等专业学校 

苏州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二等奖 2018.05 

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8.09 

苏州市学科带头人 2018.10 

江苏省职业学校教学大赛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 2018.12 

陈  娇 
江苏省如东中等

专业学校 

南通市教坛新秀 2016.06 

南通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设计公共基础课

程（综合类）一等奖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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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团队成员姜红艳应用成果说明 

参与成果实验实践老师刘佳倩应用成果说明 成果团队成员彭召军应用成果说明 

图 11：团队成员、参与实验实践老师应用成果情况说明（部分） 

图 10：团队成员获得骨干教师称号与省市教学大赛获奖证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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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果第一完成人领衔、成果团队成员为核心成员的首批江

苏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单位——“江苏省职业教育钱和生

语文名师工作室”经过 4 年多建设，2020 年 1 月被江苏省教育

厅正式授牌（见图 12）。 

 

 

 

 

 

 

 

 

 

 

 

 

（三）成果的推介，提升了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2017年以来，成果第一完成人在相关省市培训、教研活动以

及受兄弟职业学校邀请，对成果进行推介讲座，获得了较好的推

介效应（见表五，图 13）。 

 

 

 

 

 

 

表五：项目第一完成人成果推介讲座一览表（2017年后） 

序号 时间 讲座题目 组织单位 

1-4 
2017.7 

2018.7 

中职语文课程情境教学与实施模式 
江苏理工学院 

全程备课在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5 2019.3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情境化教学认识、实践、思考 南京市职教（成人）教研室 

6 2019.11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导”什么 吴江中等专业学校 

7 2019.12 
定位、择点、循序——基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

文核心素养培育教学实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邗江中等专业学校 

8 2020.11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导学策略 射阳中等专业学校 

 

         

       

      

 

 

图 12：“江苏省职业教育钱和生语文名师工作室”考核批文与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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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江苏省职业教育钱和生语文名师工作室”网站这

一平台，发布成果信息（见图 14），网站内涉及成果的相关内

容点击数达 102000 多人/次。 

 

 

 

 

 

 

 

 

 

 

 图 16：“江苏省职业教育钱和生名师工作室”网站页面截屏（部分） 

 

 

 

 

 

 

图 13：第一完成人讲座证明、报道（部分） 

图 14：“江苏省职业教育钱和生名师工作室”网站页面截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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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2020 年 9 月在陕西省组建的江苏省职业教育钱和生语

文名师工作室“旬邑县职教中心工作站”“长武县职教中心工作

站”平台，对成果进行推介（见图 15），扩大了成果的社会影

响力。 

 

 

 

 

 

 

 

 

 

 

六、成果应用前景 

成果坚守“以‘学’为中心”“以‘导’代‘教’”的理念，

在“备学—导学”框架结构系统下，学科性、育人性、生活性、

发展性的“导”与“学”内容体系的重构，拓展了中等职业学校

语文课堂“导”与“学”内容的深度、广度，凸显出中等职业学

校语文课程的“立德树人”功能；“创设情境进入导学—展开情

境实施导学—再设情境检测导学”课堂实施结构，营造了培育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解决真实的专业领域和现实生活问题所需的语

文学科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氛围，突出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堂

“导学”情境设置在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养中的功能；以“学”

图 15：陕西省旬邑、长武职教中心工作站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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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角构建的多元化的学生课堂自我评价方法方式，提升了学生

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增强评价对学生在学习中的自我修正、

自我调控功能。 

为此，成果新颖的“以‘导’代‘教’”理念，原创的“以

‘学’为中心”的“备学—导学”“二位一体”结构框架系统，

对解决当前中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热难点问题具有较强针

对性与有效性，对深化中职语文课程改革和探求中职学生语文学

科核心素养培育有效路径具有理论与实践性的推广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