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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中的教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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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国家加大了高职院校的发展力度，高职学校迎来了绝佳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存在扩招

生源造成学生之间的差异较大、班级人数较多等问题。本文主要站在普通教师的角度对当今高职教育做的

一些思考。高职的定位使得动手能力与思维认知能力成为教学中的重要方向，以学生为主体展开理论与实

践课程是其中的有效手段。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教师可以使用多种的教学形式、科技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促进

教学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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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years, We has strengthened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is a grea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for vocational school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the expansion of enrollment causes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and too many student in classes, and so on. This paper mainly makes some thoughts on 
today'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dinary teachers. Practical ability and thinking 
cognitiv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on people-oriented it‘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Teach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achers can use a variety of teaching form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thod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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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在这份方案中：国家鼓励高校培

养具有“工匠精神”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可以认为现

在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职业教育越来越受

到国家重视，而作为新时代的高职教育与普通教育

还是要有着较大区别的。普通教育内容注重理论知

识的学习与掌握，而职业教育应该注重的是对实践

方法的一种掌握，通过职业教育锻炼学生的时间能

力，可以更好、更快的进入职业角色当中去。而作

为职业教育的教学者应当引导学生多进行实践性、

探索性的思维。以学生为课堂的主体，多进行实践

性活动，教师可以组织引导学生进行实践、合作和

一些探讨性的内容。让学生对课堂有参与感，理论

能尽快应用于实践，做到学以致用。教师讲授知识

点尽量与实践教学内容相贴合，理论知识最大程度

为实践课程铺路，以此较大化的提升学生的实践能

力。 
1 理论课堂要以学生为主体 
以前的传统教育大多是采用教师在叫台上讲授

知识，学生在讲台下被动听讲的形式。这种形式看

似效率很高，教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学生输出了大

量的信息，但是效果不然，被动接受的知识一旦缺

少反复的过程会很快被遗忘，并且会在实践中造成

知识用起来不连贯不顺畅的感觉。而以学生作为主

体，由被动的接受教师的填鸭到自己去发现问题，

在课堂上寻求解决办法或是参与讨论与不同的观点

碰撞会加深印象，也更容易打通各个知识点的关节，

融会贯通，教师则在其中担当引导，组织学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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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例如，在课堂上教师以一个实验为例引导学

生分组讨论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可以捋顺实

验的逻辑加深印象，锻炼了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

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课堂以学生为主体，也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放

松对自己的要求。实际上高职教育的学生比起中小

学校来说，学生的差异性会较为大。大部分的学生

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受过的教育形式也会有一定的

差别。这就需要教师在引导的时候因材施教，根据

不同学生的特点，学习能力，接受程度等分别引导，

合理分配小组等。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实际出

发制定切实可行的课程计划更多调动起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思维潜能，使得不同教育背景下，不同思维

模式的学生都能有所收获，得到提高。我们的课堂

是为学生服务的，应使尽量多的学生得到收获，让

学生感到学习不单单的是死记硬背是确实作用于自

己的未来的。 
高职课堂的理论教学除了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

与现在的职业形势政策接轨。职业教育的落脚点应

该是就业，那么课堂上也应该随时关注职业动向，

并根据职业的动向安排相关知识将相关职业现下最

需要的知识最新出的标准融入课堂[2]。课堂上也不

必拘泥于讲授这一种形式可以与企业、社会热点对

接采用采访、视频、课后调查等多种形式，引导学

生融入职业文化，适应职业氛围，尽量实现毕业与

就业的无缝衔接。 
2 实践课堂上的教师 
随着近些年国家加大力度发展高职教育，高职

学校扩招以及单招的加入使得学生的之间的差异更

大，一些学生的动手能力不足甚至一些文理兼收的

专业一些学生根本没有接触过专业方面的实践，可

能会影响小组之间的协作以及学生的学习热情。举

个例子一些文科专业的学生上学的时候很少接触化

学实验，进入实验室后不认识实验器具也不会基本

操作，有些学生感到困难就直接交给其他小组成员，

一节课下来并没有什么收获，组员自己承包了所有

工作，也没有锻炼到协作能力。长期以往小组成员

都会感到枯燥无趣，大大减弱学习兴趣。 
因此教师在实践课上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经历

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或者由于实践课堂的上课形

式是较为自由的可以针对某一个类型或者是某一组

的学生单独辅导。在关注全体学生的同时有不同的

着重点。 
在实践课中不能忘了高职院校的特点，贴近岗

位需求。实践课堂形式多样可以根据现在大热方向

制定实践课的练习方案，若可以上手练习就做实地

实训，若是无法直接上手也可以利用虚拟仿真软件

或是带学生实地参观企业等多种形式[3]。更多的教

学形式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且可以给学

生树立每一步的学习都不是无用功，都是以后在职

场上可以用到的，消除学生学习时的迷茫感即不知

道学习的知识练习的内容对自己有什么用处。贴近

岗位需求也是一个提高岗位认知的过程，以便于毕

业后顺利进入社会职场。 
对于实践教学的反馈同样重要，高职学校一般

由于同时上课的学生人数较多，管理较为复杂可能

会不好把握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况。有些学生可能

存在浑水摸鱼的情况，因此制定好考核制度可以督

促学生练习，同时也可以在实践中间插入一些小活

动，或是组别之间的小比赛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也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实践情况[4]。 
3 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教学。 
为了更好的实现因材施教应对学生之间的差异

性问题，可以采取一些信息化手段作为补充手段。

同时随着信息化手段的发展，例如智慧课堂、实训

平台也为教师与学生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教师

利用信息化手段可以更快的得到学生的反馈，也可

以及时反馈给学生。 
职业教育涉及的方面很多，新的技术以及标准

也是在不断更新，仅仅靠课堂上的时间不足以是学

生更深入职业。教师利用信息平台发布一些与课程

相关内容，补充教学内容，也可以以此激起学生的

兴趣。而且由于学生涉及的课程较多，排课数量有

限，教师可以通过提前发布课堂预习信息，提高上

课效率，学生带着问题来听课也可以提高知识的转

化率，加深对知识点的印象，也是一种以学生为主

体的教学方法。课堂上面对众多的学生，教师可以

利用信息化手段与学生互动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比如可以在智慧课堂提问，短时间内

就可以统计出学生的掌握程度数据，根据反馈过来

的数据灵活调整课堂[5]。对于少数知识点掌握比较

薄弱的学生课后也可以利用平台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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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也可以利用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教学评价，

对一阶段的教学质量学生的认同度进行调查。通过

信息反馈查漏补缺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共同进步。也

是一种贴近学生的手段，让学生感到自己确确实实

是课堂的参与者，实现教师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同

时也可以增加教师的效能感，感到自己的每一阶段

工作都是有所收获，提升对教学工作的信心[6]。 
4 注重学科渗透，巩固理论教育 
教学的工作开展，需要教导学生不同专业的教

学内容，而不同学科的教学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性。

虽然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层次不同，但其具备一定

共性，存在交叉联系[7-10]。为此，在开展教学工作时，

可以考虑将新理念融入到其他学科教育当中，做好

学科教学资源整合工作。这也要求教师从大局出发，

领会教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学习和领

会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具体来讲，作为课程教师，

其除了研究本专业的教学大纲以外，也需要了解其

它相关知识，不断学习并完善自己，在教学过程中

适度拓宽知识内容，运用互联网等工具优化自身知

识结构和水平，做一个令学生和家长满意的教师
[11-13]。 

5 结论 
为了应对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需求所带来

的的生源增加、差异化变大等问题以及专业课与实

际职业的联系更为紧密的要求。我们普通教师应该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更多的以学生为主体，

根据不同的学生特点制相应的学习计划，和辅导内

容。适当的增加实践课程的占比，着重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团队协作等职业能力。而现

在的可以发展也为教师提供了便利，课堂上积极运

用智慧校园等信息平台实时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课堂外发布扩展知识，以及预习内容，使得教学更

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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