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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大园区”的高职语文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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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大园区”的建立为高职语文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由于高职语文特殊的培养目标，高职语文

仍面临着重重挑战。在此情况下，更新教学观念，以培养学生社会服务意识为契机，利用三大园区推进高职语文改革

的步伐成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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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ese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ree Parks"

FENG Xian-li

(Technician School,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rt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ree major parks"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to th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Chi-

nese.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training objectives, higher vocational Chinese is stillfacing great challeng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

es, renewing teaching concepts,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social service consciousness, and using the three major

parks to promote the pa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have become effective ways of higher voc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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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园区”是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为推动

教学改革创新，加强人才培养质量而建立的浙江创

意园、温州知识产权服务园、国家广告产业示范园

的统称。“三大园区”是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载

体。“三大园”的建立为学院课程改革提供了充分

的教学资源保证。在以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为主导

的课程及教学改革的背景下，高职语文仍然沿袭传

统的教学模式，虽然语文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但

是一方面受语文课程自身特征的局限，另一方面受

教学资源的缺乏的限制，高职语文改革举步维艰。

“三大园区”的建设为高职语文改革提供了及时而

必要的条件。因此，利用“三大园区”推进高职语

文课程模式和教学方式的改革不仅符合高职生培养

目标，还给陷入困境的语文教学注入生机和活力。

一、“三大园区”与高职语文改革的机
遇与挑战

随着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校

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理实一体化等教学改革方案

的提出，高职院校不仅需要为职业技能实践建立相

关专业的实训基地，更需要加强与社会企业合作，

以产学结合为教学提供全真的课程情景。在这种情

况下，高职院校的课程以及教学模式面临全面的改

革和调整，在这种改革和调整中，专业技能课程走

在前列，而高职语文与之相比要显得滞后得多。在

实践教学越来越受到高职院校师生青睐的情况下，

语文教学如果仍延续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模式，这

不仅与高职生培养目标相悖，而且使语文教学陷入

困境。“三大园区”是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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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出发，以服务社会为契机，推进学校课程模式

和教学方式改革，与温州相关单位合作所建立。“三

大园区”的建立不仅为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专业

技能课程提供了“校企一体”的教学环境，也为高

职语文实践性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为了方便教学，“三大园区”主要是利

用学校原有资源和场地进行改造而成，这样在教学

组织和管理以及学生管理方面带来很多便利。比起

与其他社会企业的合作，教师课程安排有更多的自

由度，对学生管理来说，学生不出校门就可以实现

充分的社会实践的机会，既保证了对学生安全有效

监控，更有利于教师对学生的实践进程以及教学效

果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其次，在工学结合的过程中真正贯彻主体教育

的理念，这里所说的教育主体一方面是指教育宗旨

以及教学实施过程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在这种教

育理念中教会学生四种基本学习能力：“学会认

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1]作为

“三大园区”的主办单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的学生在“工学结合”的过程中享有更多的选择

权。例如，学生可以和教学实践相结合实行“半工

半读”，或者自主创业。自主创业对学生的管理能

力、组织能力、社交能力以及预见能力和风险意识

都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这些能力的习得和培养

是在传统的高职语文课堂上几乎无法实现的。另一

方面，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和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需要更多的自主权，以便教师能够根据教学需要以

及教学实际自主地进行课程设置、教材内容调整以

及其他的教学安排。高职语文改革起步晚，可以借

鉴的现成模式少，因此实验性的改革需要更多的自

主发挥的空间。“三大园区”这个连接社会与课

堂，以服务教学和服务社会为宗旨的桥梁能够给予

教师较大的自主空间，在教学安排、教学实施中受

到较少的约束，体现出教师教学的主体性。

但是任何的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高职语文从

相对封闭的以理论为主的课堂走向开放性的以实践

为主的课堂必然会带来一些新问题。因为高职语文

不但承担着高职生培养目标中的职业技能目标，而

且承担着高职生的普通培养目标，例如，人文素养

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形成需

要长期的潜移默化，它不像某项专业技能或简单的

劳动技能那样可以通过一项作品或工作任务的完成

来实现。另外，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形成的潜在

性和长期性也给高职语文的考核带来一定的难度，

这些都需要在高职语文课程和教学改革中予以考虑。

二、以“三大园区”为依托，推进高职
语文课程模式改革

高职语文的改革首先面临的是语文课程的改

革，课程改革必须明确改革的宗旨，这样才不会使

改革偏离既定的目标。“三大园区”的建立为高职

语文的改革提供了便利和条件，但是，在我们强调

高职生实践应用能力培养的同时，不仅仅要考虑高

职生具体的操作技能的训练或者某项工作任务的完

成，更要考虑高职生在学习过程中终身发展能力和

学习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在确立高职语文课程模

式的时候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把对学生具体

工作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与对人的培养结合起来。也

就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课程需坚持以人为本，关

注学生的职业成长，满足职业要求和学生个人发展

需求两方面的要求，全面提升学生素质。”[2]40所以

高职语文课程模式改革必须综合考虑高职生培养所

需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人文素质目标。

与此同时，高职课程的改革必须倡导一种多元

化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

存、共同发展，世界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和丰

富性，因此倡导多元化的价值观不仅可以培养学生

多元思维方式，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包容、尊重他人

的观念，利于其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和他人和谐

共处。

高职语文改革以“三大园区”为基础，建立一

体化课程模式。一体化课程模式注重学生的全面发

展，“促进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发展，不但要提供

专业能力的教育，而且还要提供专业以外的学习机

会，包括社会教育、伦理教育和政治教育等，因此

职业化的学习课程是一个整体化的学习过程”。[2]95

具体来说，一体化课程模式包括“理实一体化”和

知识、能力、素质一体化两方面的内容。“理实一

体化”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

用实践来加强理论的学习和促进职业技能的培养。

“理实一体化”课程的制定一方面需要注意理论课

程和实践课程的比例，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与之相应

的考核方式。

知识、能力、素质一体化是指在制定高职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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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模式时既要把三者看成高职语文培养的三种

不同的目标，也要注重知识、能力、素质三者不同

的层次关系，这样在课程内容的制定和编排上就会

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层次感，也符合一般人的认知逻

辑，有利于在教学和学习中循序渐进。需要指出的

是，这里所说的素质培养既包括高职生的职业素

质、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也包括高职生思

想道德素质的培养，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

素质教育、社会伦理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情感态

度以及价值观的形成等，这决定了高职语文教学内

容的选择。

三、以社会服务意识为契机，着力培养
高职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质

“三大园区”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以高教社

会化服务、政府咨询服务、技术研发服务、文化创

意引导，科技产业园区构成“教育服务型”高校的

社会服务链。围绕“三大园区”改革的高职语文可

以充分利用“三大园区”资源，以引导高职生社会

服务意识为契机，着力培养高职生的语文能力和语

文素质。正如教育的社会本位论者所指出：“教育

的社会本位论主张教育的目的是按照社会发展需要

来确定的，教育的功能服从于社会赋予的责任要

求，教育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务于社会需要（或服

从于政治利益集团的要求），教育的成效应由社会

做出判断和衡量。”[3]教育本位论者以教育服务社会

为核心和出发点，把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成效等

一切都以社会的需求为衡量标准。当然过分的强调

教育的社会本位可能会造成教育过程中对个人成长

和个性发展等个人发展需求培养的缺失，但是社会

以服务理念、服务意识带动高职生语文能力和语文

素质的培养无疑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途径。因为语文

能力和语文素质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能真正形成。

因此，用社会服务推动和促进高职生语文能力和语

文素质的培养和形成，为高职语文提供了一个教学

改革的切入点。

首先，以服务带动实践，培养高职生的语文能

力。高职生的语文能力主要是指高职生的语言运用

能力，主要包括口语交际能力、运用汉语写作能力

以及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审美能力，同时也包括

在以上能力基础上所培养的思维创新能力等。“三

大园区”在“教学性生产”和“生产性教学”的

“校企一体”的模式下，使高职院校教学从校园延

伸到社会，以社会促进和引导教学，这种以完全的

社会化模式的全真的教学辅助基地，使高职生原来

只能在理论教学或者拟定的教学情境中完成的语文

应用能力培养得到现实支持。

其次，在社会服务中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培

养高职生的语文素质。“三大园区”的建立不仅为

高职教学服务社会的目标提供了条件和资源，也推

动了校园文化建设。高职生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的

培养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除了阅读优秀

的文学作品外，学生的文化实践更是一种实际而有

效的培养方式。例如，“三大园区”的“浙江创意

园”着力打造文化企业，主要建立信息、传媒、广

告、艺术、影视、服装等创意型企业。高职生在参

与工学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吸收理解企业文化，而且

参与企业文化的建设，反过来，学生又把优秀的企

业文化带到课堂和校园，既参与了校园文化的建设

过程，也实现了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互相渗透，

互相促进，在参与企业和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学生

也在无形中塑造了自身文化，这种文化是高职生人

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真正形成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高职语文改革既要利用学院现有资

源，打破以往课程模式的局限，从单一封闭的课程

模式转变为一种多元的开放的课程模式，从而推动

教学理念、授课模式等的改革和创新，又要在课程

安排、教学组织、课程管理以及教学目标的制定和

实现方式等方面进行充分地思考、细化，最终使学

院高职语文利用“三大园区”资源授课和教改成为

一种成熟的和相对稳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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