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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对口升学语文应用文教学策略初探

刘洪波　欧阳运伟

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　四 川　三 台　621100

摘　要 ：高中语文新课标认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因此应用文作为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最广泛的文

种，必将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应用文写作不仅是中职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职对口升学考试的必考内容。然而应

用文不及小说散文戏剧等有趣，往往是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没劲，教学效果很不理想。故本文仅从中职对口升学语文应用

文教学策略层面作了一些探索，提出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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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近十年中职对口升学考试语文应用文考试

题型回顾

随着国家从政策层面打通中职生的上升通道后，越

来越多的家长和中职生看到了希望，读中职也能考专科

考本科，甚至考研究生，近年来参加对口升学考试的队

伍逐渐壮大。语文作为文化基础课，在高考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纵观四川历年对口升学语文考试题，应用

文是的必考内容，在试卷版块上占有 10 分分值，主要

从写作和改错两个维度设置题型，考查情况参看表一：

二、中职语文教材特点分析

中等职业学校目前使用最多的语文教材是高教社出

版的，该套教材有必修和选修两种，基础模块分上下两

册，属必修内容；职业模块和提高模块两本，属选修内

容。无论是必修还是选修教材，都按照“阅读与欣赏”（3

篇教读 1 篇自读课文）、“表达与交流”（口语交际与

写作）和“语文实践活动”三个系列分成六个单元编排。

应用文写作没有单独的教材，主要在每册教材的“表达

与交流”部分安排了三次，具体情况如表二：

结合四川十年对口升学考试题来看，入选中职语文

教材的应用文实用但文种不足。在三册语文教材中共穿

插了九种常见应用文种的写作，但这些应用文不仅不能

对付中职高考，而且还远远不能满足学生日后走上工作

岗位后的需要。不仅写作训练中应用文比例不大，而且

有些说法还不够正确，例如下册中的启事，启事人或单

位应写在右下角，但是例文却告诉我们左边也可以；而

经常考的专用书信如应聘信、求职信、申请书等社交书

信，写作指导和例文都不足；请示、请柬、请帖和贺卡

等文种教材则没有涉及。抛开应试教育来看，学生走上

社会之后，应用文使用频率是很高的，远非书信、会议

记录；广告词、说明书；计划、总结；简报、新闻这几

种就能囊括，比如大型活动中的开幕词、闭幕词，公司

开业典礼活动的请柬、贺信、祝酒词，经济活动中的合同、

协议，个人的请假条、总结，企业单位的通知、简报等

都是应用文，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它，因为不管你是从事

文秘专业还是机电、信息管理、旅游、财会等，几乎都

和应用写作这门基础课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三、应用文写作教学现状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各

级党委政府对职业教育十分重视，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

的建设，一方面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不断加大教育教

学的改革力度，进一步创新的发展理念，运用先进的设

备设施，率先进行了转变教师教学理念的各种课程培训，

又进行了多次的教材改革。然而，在教学活动的具体实

施中，仍然存在着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忽视运用能力

培养的情况。就写作教学而言，仍然以普通高中的“命

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等模式为重心，而

对于应用文写作教学始终没有放在主体地位上，学生的

写作态度不端正，写作积极性也不高，觉得应用文写作

表一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分值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考试内容
类型 贺卡写作 通知

改错
公告
改错

应聘信
改错

写作
申请书

写作
通知

写作
通知

请示
改错

写作
启事

写作
申请书

写作
自荐信

引　言 ：
高中语文新课标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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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时期的语文教学必须注重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特点。应用文写作不仅

是中职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职对口升学考试的必考内容。然而应用文不及小说散文戏剧等有趣，往

往是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没劲，教学效果很不理想。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从中职对口升学语文应用文

教学策略层面谈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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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困难，既不好写又枯燥乏味，难以适应升学和就业

的需要。

四、中职语文应用文教学策略

1. 调整学校教学管理策略，搭建应用文写作平台

首先，学校要结合学生就业和升学实际，开发校本

教材。校本教材应从学生今后生活和工作涉及的不同领

域选编，内容可以包含日常生活类、通用事务类、公文

类、财经类、法律类五大类，具体包括书信、条据、启事、

计划、总结、通知、函、请示等文种，这些大都是学生

在校及走向社会使用频率较高的文种。其中公文类、财

经类为文科类的专业选学，法律类为各专业选修内容。

这些文种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社会生活，贴近职业需求，

同时在内容的安排上也体现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特

点，遵循了学生认知的规律，学生学起来相对轻松些。

其次，调整课程设置，保障学习时间，落实写作实

践。为促进学生就业，适应用人单位的专业需求，很多

中等职业学校都加大了专业理论教学和实习教学的课时

比例，文化课开始有意识的被忽视，教学课时被大大压

缩，应用文写作课也被压缩。但应用文写作是一项学生

生活、工作中都能用到的基本技能，学生原本底子就差，

他们普遍写作基础薄弱，文字水平低，有很多学生连简

单的条据类都不能写规范，更别提复杂的其他应用文种

了。因此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单开应用文写作课，

并延长开设时间，加大写作培训力度，强调实际锻炼，

注重教学效果。

2. 改进教学方式，优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第一，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习兴趣。爱因斯坦有

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教育家孔子说过“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当代著名的

语文专家曾说过：“上课的第一锤要敲在学生的心灵上，

激起他们思维的火花，或像磁石一样把学生牢牢地吸引

住。”古今中外名人都强调了激发和培养学习兴趣的重

要性。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对学校的内容进行梳理，寻

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重点突出，通俗易懂，让

学生对学习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充分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应用文因其自身的

特点，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不高，教师在教学时应尽可能

多地创设生活情境，以激发学生兴趣。比如：在教学“求

职信”时，本人创设了一个情境刺激旅游专业的学生：

“我是某旅游公司的人事经理，想在贵校招聘 10 名导

游人员，有意者请、递交一份求职信和个人简历我将从

中择优录取。”对于这样一个虚拟场景，我积极的将学

生引入其中，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学生们积极根据学

到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大胆思考，仔细

专研，很快在脑海里就虚拟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求职信”。

第二，写作训练应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由于学

生基础较差，应用文教学顺序必须是：由浅入深、由易

到难、由短到长，由生活到书本。先教会学生写请假条、

借据、收据，掌握基本的格式；再训练学生写启事、海

报、请柬，注意用语的规范性。进而介绍演讲稿、求职

信、人物小传等与职场密切相关的文书写法；然后训练

学生写机关事务文书，如计划、总结、简报、调查报告、

合同、广告、招标书等；最后指导学生学写行政公文类。

这样引导学生由认知而转入自觉实践，从知之甚少到知

之甚多，可逐步提高写作水平

第三，积极想办法开展写作征文活动，公开公平

公正评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在掌握知识、形成能力的

过程中产生的，课外活动对培养学生的兴趣尤为有效。

因此在应用文教学中，应经常和校团委联合举办应用文

征文比赛题目，应与学生学习、生活及今后就业相联系,

并设立奖项，以增强应用文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学

习应用文的积极性。同时还要科学搞好教学评价，应用

文最大的价值是它的实用性，因此应用文评价的目的在

于促进学生在生活中的使用，在于促进学生有意义的学

习，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具体来说，教师应当将

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结合起来，着眼于学生是否积极的

参与写作，是否通过学习写作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是否

把学习和生活结合了起来，是否能规范的写作不同文种

的应用文。

表二

基础模块

上
一单元 三单元 五单元

便条 单据 书信

下
二单元 五单元 六单元

启事 通知 计划

提高模块
二单元 四单元 六单元

总结 会议纪要 简报

结 语：

总之，采取上述教学策略，通过严格认真的训练和

科学的评价，学生的应用文写作能力将会快速提升，将

来考上一个满意的高校或找到理想的工作，将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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