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
不累。 ”这个道理在教育教学活动组织中
也同样适用。 在性别搭配不均的中职学
校，面临着班级管理的诸多难题，原因在
于中职女生心思细腻、思虑过多，生理发
育相对成熟而心理发育有待进一步完善。
细心观察，适时引导，顺应规律，辨识特
点，及时进行积极性干预活动，选择合理
的方法和策略来提高管理艺术与技术含
量，对于这类班级管理的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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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选择等原因， 往往会形成一些单一
性别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班级， 这对班级
管理者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有些班级
是女生占绝大多数，甚至纯女生班。在这
些特殊状况的班级里， 女生的管理很有
讲究，值得探讨。 下面，我就谈一谈自己
在女生管理方面的经验：

一、树立女性楷模，培养开阔胸襟。
如果没有树立感召力强大的现代事

业女性楷模， 浸淫了中国封建糟粕思想
的“女德”传统会加剧女性狭窄的思想认
识。

实际上，我们要让女生意识到，摒弃
性别歧视， 女性在任何行业都能有所超
越和奉献。 才女李清照的一首《醉花阴》
被丈夫夹杂在 50 首作品中求雄雌，结果
均被慧眼识出， 高品质的作品自带辨识
度， 充分证明女性在文学领域可以散发
自己的独特魅力。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
代，尚且有女性的才华光芒四射，在女性
走向世界的当今， 优秀女性楷模比比皆

是。 我国第一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
屠呦呦女士，以其独特的无博士学位、无
留洋背景和无院士头衔“三无”标签告诉
我们“有志者，事竟成”，女性同样可以在
科学领域大放异彩。

若要说文学和科学都是男女皆宜的
领域，那么以“铁血”著称的军事领域，有
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女性楷模呢？“1986
年出生于崇州的余旭，2005 年 9 月入伍，
先后飞过 4 种机型，两次荣立三等功。 她
是中国培养的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是
首位驾歼 -10 飞机飞上蓝天的女飞行
员。”（2016 年 11 月 19 日《成都日报》）所
以，我们对女生的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

“榜样的力量”， 引领她们形成自强自立
自尊自爱的人生观。

二、学会尊重他人，保持人格平等。
学有所成，心胸开阔，光有嘴上说教

不行，我们要将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教
育理念引申到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去。
在日常管理中， 我发现很多女生存在骄
矜自傲的思想， 错把男性对女性的尊重
和谦让当成是社交活动铁的准则。 如，在
学校安全的大扫除活动中， 很多女生挑
三拣四， 稍不如意就把自己不想干的活
推给男生，引发不少不必要的冲突；在日
常活动中， 把挑衅男生作为寻找自我存
在感的手段，结果让自己的形象大损。 这

些形成的存在， 一方面是来源于家庭的
影响， 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对社会交际规
则的曲解。

“人必自敬，然后人敬之”，我们要让
女生明白自尊自爱比任何强权和哭闹更
能赢得别人的尊敬。 没有“推己及人”的
角色转换，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自控自制， 没有值得对你青睐有加的风
度和才华，凭什么去要求别人对你“好”？
所以，我们要让女生知道，当你的行为不
给别人造成压力、添加麻烦的时候，当你
的存在能让人感到轻松愉悦的时候，即
使你没有任何要求， 男生一样会自发的
给予你起码的尊重， 当然素质低劣的男
性除外。 一句话，你用行动打动了外界多
少，外界就会用实际回报你多少，这是对
等的。

三、须以学业为重，培养良好的技能。
学校小社会，课堂大舞台，中职学生

的本职还是学习知识，锻炼技能。 中职学
校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 决定了学
生在校学习期间一是要加强知识技能的
学习，二是要加强职业能力锻炼。 以旅游
服务与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学生在校学
习必须掌握的知识领域分为“旅游服务”
和“酒店管理”两大块，每个领域都有学
生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这是与
今后的择业密切相关的。 教师必须对女

生的学业有明确的要求， 让她们在校期
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和训练当中，
而不是整日无所事事，人生散漫无序。

四、保持底线交往，解除性别神秘感。
人始终是灵肉合一的动物， 伴随生

理发育渐趋成熟， 男女生相互吸引不能
视作罪恶， 不同性别之间的交往也不能
视作“雷区”，但应保持底线。 那么我们在
对女生进行性别教育时， 不能对男生讳
莫如深， 要在科学探究的基础上保持有
底线的交往，解除她们的性别神秘感。 首
先，我们要把缺位的生物性别知识“找回
来”补齐开足。 女性教师可以在寝室或者
女生会议中提供相应知识供女生探讨与
交流， 同时加强生理卫生教育和心理健
康教育。 如我们可以以轻松座谈的方式
议一议“哪个男性最帅，帅在哪里，为什
么值得你关注？ 哪些男生可爱，他有哪些
值得你关注的地方， 这种关注的点有没
有价值和意义？ ”探究此类的问题，对他
们进行基于人格尊重基础上的评价，满
足女生对异性的好奇心， 顺便科普一下
婚恋知识。

总之， 对女生的教育要掌握规律和
顺应其特性，宜“疏”不宜“堵”，宜正面应
对不宜隐忍回避，更不能粗暴压抑，否则
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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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诗文诵读中提升中职生的人文素养
常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周昌文

【摘要】 中职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
强的课程，蕴含着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
念教育、 人文关怀等丰富的人文教育资
源， 是实施人文教育的有效载体。 我们
应该充分利用中职语文教学的优势，通
过诵读经典诗文， 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
情，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引领学生思索
人生，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从而提升学
生的人文素养。

【关键词】 语文教学；经典诗文；人
文素养

钱源伟在《社会素质教育论》 中指
出，人文素养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社
会心理、文化修养、人文精神等方面综合
而成的一个人内在稳定的特质， 外在表
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和修养。 中职语
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文
性，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中职语文
教学担负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
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的重
任。 因此，中职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
发挥该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
优势，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
然而， 中职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
程，内容蕴含着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
教育、人文关怀等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
是实施人文教育的有效载体。 语文教材
中所选的许多文章， 包含了大量中华民
族的人文精华、 古往先贤的精辟论述、
仁人志士的典范事例、 诗词大家的情怀
节操等。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职语
文教学的优势，通过诵读经典诗文，来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培养学生健全的人
格，引领学生思索人生，提高学生的审美
情趣，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一、诵读经典诗文，激发学生的爱国
热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自觉、文
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
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爱国主

义教育是提升人文素养的主旋律， 也是
贯穿职业教育的一根主线。 所以，中职语
文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利用教材的优
势，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通过诵读
经典篇目，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提升
人文素养。 例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表
达了诗人对祖国深沉的爱；毛泽东的《沁
园春·长沙》， 抒发了一代伟人改天换地
的壮志豪情； 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
传》，描写了蔺相如机智勇敢、深明大义、
不计私怨的爱国主义精神；苏轼的《念奴
娇·赤壁怀古》， 描绘了赤壁古战场壮美
的景象，表达了词人渴望建功立业、报效
祖国的思想感情……这些优秀的文学作
品， 都具有丰富的人文思想性和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可以使学生胸襟开阔，心灵
净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热
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并将其转化为学习
上的动力，坚定理想和信念，发奋学习，
报效祖国。

二、诵读经典诗文，培养学生健全的
人格。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面对多元利
益的驱动，对尚显稚嫩、一脸迷惑的中职
生，教会他们怎样做人、做一个具有健全
人格的人， 是当前中职语文教学中亟待
解决的既敏感而又现实的紧迫问题，通
过诵读教材中的经典诗文， 来培养学生
更加健全的人格。 以中职语文基础模块
上册诗歌单元为例，如《我愿意是急流》
形象地描绘了相爱双方相伴相随的亲密
关系。 为了爱情，为了长相厮守，“我”有
可以献出一切的勇气和力量；《致橡树》
则否定了小鸟依人似的爱情观， 她所追
求的是一种独立、平等、互依互助、既尊
重对方存在又珍视自身价值的爱情观；
《诗经·卫风·氓》 通过一个妇女的哭诉，

叙述了这个妇女从恋爱结婚直到被遗弃
的完整过程， 再次告诉我们要想避免爱
情的悲剧，需要以人格平等、个性独立、
互相尊重倾慕、彼此情投意合为基础。 学
习这些爱情诗， 我们不仅明白了生活中
我们首先应学会如何不断完善自己，如
何使自己成为一棵努力向上的树；同时，
我们更加认识到，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值
得我们毕生去追求的爱：父母、兄妹、朋
友、师长之爱；对理想、对生活、对社会、
对未来甚至是对祖国的民族的大爱。 当
我们认识到这些， 并为之而努力、 而追
求、而奋斗，我们就会在爱的空气中幸福
地呼吸；我们就会沐浴爱的阳光、吸收爱
的雨露，最终必将成长成一棵棵挺拔的、
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三、诵读经典诗文，引领学生思索人生。
经典古诗文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和审美意识，是
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 它对中职生
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 对民族精神
的养育， 都有其他任何手段所无法代替
的作用。 学生通过教材中经典文言文的
学习，来思索人生，提高自己。 例如荀子
的《劝学》通过对学习意义、作用、态度的
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并能
懂得学习必须坚持不懈、 用心专一的道
理。 韩愈的《师说》批判了士大夫耻学于
师的不良风气， 并向我们强调了择师的
标准和学必有师的重要性。 王安石的《游
褒禅山记》 则告诉我们， 不论治学或做
事，都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深思慎取
的态度和具备必要的条件才能成功的哲
理。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述“一死生为
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进一步深入地探
求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产生了一种珍
惜时间、眷恋生活、热爱文明的思考。 这

些诗文所展现出的对人生价值的思索，
历久弥新，值得借鉴，值得学习。

四、诵读经典诗文，提高学生的审美
情趣。

审美发现与鉴赏是中职语文的核心
素养， 审美能力是中职生应具备的基本
人文素质要求。 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
些短小文章，就能激发起学生对真、善、
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摒弃，从而培养
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增强感受美、鉴赏
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如苏轼的《前赤壁
赋》，即景抒情，就事言理，情景交融，理
趣相兼，意境自呈，将深刻的哲理寓于优
美的形象之中；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选
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意象， 用巧妙贴切
的比喻，使情与景水乳交融，意境丰富而
优美动人。 还有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
色》、季羡林先生的《清塘荷韵》、张孝祥
和杜甫笔下的洞庭美景、 王羲之描绘的
兰亭美景……这些作品可使学生的审美
情感油然而生，受到美的感染和熏陶，从
而激励学生热爱生活，去寻找美的灵感，
发现美的真谛，创造美的生活，从而提高
人文素养。

经典浸润心灵，诗文传承文明。 在中
职语文教学中， 教师要充分发挥语文学
科的独特育人优势， 重视经典诗文的阅
读与鉴赏， 在课堂教学中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吸收人类进步文化，提高中职
学生的人文素养，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更
好、 更加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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