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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课堂已经不能满足当代中职学生的需要。传统教学下的他们存在着注意力不够

集中、学习不够主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以学生主体性的发挥为突破点，力求探寻充分发

挥学生主动性，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方法，本文以“指导–自主”教学为核心，以“民族民俗”这一节为

例设计了不同教学环节的注意点、增添了别样的教学内容，以响应“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政策要求，改

变当今中职教学困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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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contemporary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Under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y hav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attention, lack of initiative in learning.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tries to pro-
mote the play of students’ subjectivity, and strives to explore how to exert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mobilize students’ enthusiasm. This paper takes “guidance - independent” teaching as the core, “na-
tional folk customs” sections as an example to design the attention points of different teaching links, 
adds a different kind of teaching content,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romote students in-
dependent learning” policy, changes the current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ing dilemma and mo-
bilizes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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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人本主义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始兴起，随后逐步走向兴盛，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马斯洛与罗杰斯，

其中马斯洛的思想早为大众所熟知，他的观点主要是强调人与动物的不同，提倡人性。罗杰斯的观点则

较为小众，但更适合当今的教育环境，也更民主实用，即他认为：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在被外界所打扰，

从婴幼儿时期，父母的一些行为就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一些不好的影响后期经过演化与发

展则会演变为心理问题，因此他强调在教育儿童时应尊重儿童，为儿童创设一定的外界环境，教师与家

长不能过多参与，把主动权交给儿童，他认为人的潜能可以被激发，适当地指导学生学习而不是全程参

与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从各大学者对人本主义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来看，主要有两大方面一直被探讨，一是基于罗杰斯的

“指导式教学”，主要强调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如陆琦的文章主要论述了“教育应把握好尺度，从教

学与专业等方面对教师进行要求，以实现教学相长、授人以渔”[1]的教育理念。杨红萍也从学生出发，

认为“在教学中应以某一问题为导向，教师系统讲解之后由学生之间相互讲解”[2]。这类似于陶行知的

“小先生”授课方法，学生教学生，传帮带，将课堂还给学生。姜根华以某一具体课程为例，全程用不

同层次的问题贯穿课堂，倡导发挥学生的创造力与主动性，对人本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教学进行了尝试[3]。
黄孝山在文章中同样肯定了指导教学的实用性，此外，他还认为能够促使学生进步的评价也应建立在他

们自我评价的基础上，这样才更加具备批判性，更加具备说服力[4]。蔺新茂在文章中先是提出了历年来

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在我国存在的问题，继而用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各种理论等支撑，得出了教

师应充分尊重学生，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教学，不搞“一言堂”的结论[5]。邵兵也认为教师教学应生动

有趣，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自身创造力[6]。研究的第二方面则完全立足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相处模式，

而不仅仅聚焦于教学，如张弛以研究生与导师的相处摸式为研究对象，探讨良性师生关系的建立，得出

了当今教学应实现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教师通过提供和善温暖的环境促进学生自身发展的结论[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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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兵从宏观的角度以当今职业教育为例论述了人本主义的应用，认为职业教育应立足于人，培养人，服

务人。并认为具体教学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并给学生充分空间自学[8]。李凤英另辟蹊径，

从隐私的角度论述了当今学生线上学习的安全需要，不但认为教师在教学中不应过多管控学生，并且提

出“以人为本”意味着教师指导性教学要保证学生的隐私权[9]。吴金航也从当今监控在职业院校中的使

用为切入点，深度思考了监控的使用如何从对学生的“盲目监督”到“育人”的转变，最终得出了当今

教育的关系应从“管理–服从”转变为“民主–合作”的结论[10]。本文由于聚焦于某一门课的教学中，

因此将着重使用罗杰斯在课堂中的教授理论，研究的第一方面，即“指导–自主教学法”的探究[11]。 

从各大文献中可以将学者们的观点概括为“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与相处模式——课上与学生互相

学习，教学相长，课下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为接下来的课上教学打好基础。这似

乎与杜威的“以学生为中心”相类似，但我们应有所区分的是，杜威的理论完全强调教师教学跟着学生

兴趣走，但人本主义并不干扰本来的教学进度，而是把课堂还给学生，由教师“一言堂”转为师生共同

学习，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这样的教学方式更适合当今社会，特别是疫情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学生

开启了线上 + 线下的学习模式，出现了教师对学生监督不及时，学生上课走神的问题，这类问题往往难

以发现且难以根治，因此，与其不断预防这类问题的发生，不如换一个教学方式，即教师发布任务，创

设学习情境，学生自学，小组讨论，教师仅仅检查与答疑解惑，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教学效果。 

特别是针对中职学生，这类教学方式则更为适用，中职学生本就存在着注意力易分散、对知识的认

同度低、理论基础薄弱等问题，传统的教学方式更是难以激发其兴趣，因而直接将课堂还给学生，学生

自己主导，对自己实时监督，自我评价就显得尤为有效。就此，我设计了一个针对“指导–自学”方法

的学生学情困难解决模型。并将在接下来的以导基教学为例的案例陈述中使用。如图 1。 
 

 
Figure 1. Pain point resolution diagram of learning situation 
图 1. 学情痛点解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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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设计中可以看出，虽然强调学生中心，但并非弱化教师的地位，教师讲授仍旧占据很大比例，

并在其中穿插布设任务、小组讨论的环节，为了优化指导教学的效果，检验学生自学成果，还应进行随

堂测验，通过反复巩固，形成清晰的知识脉络。通过这样系统的痛点解决路径梳理，可以给接下来的具

体教学提供思路。 

2. 课堂整体分析 

2.1. 教材分析 

本次以中职的导游基础课程为主要设计对象，所选课程为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必修课程，是导

游资格证考试的必备科目，也是夹杂着天文地理常识，内容庞杂的一门课，碎片化知识较多，传统的教

学方法下，学生很难提起兴趣。 

2.2. 教学准备 

为了响应国家信息化教学的要求，也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门课程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教学，以线下为主，课前需做好相关学习平台、教学课件、小组分工的准备，以保证课堂顺利

进行。 

2.3. 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了解我国民族民俗基本分布特点，掌握部分民族特色。能够基于自己的理解创作导

游词。 
2) 过程与方法：拥有良好的学习体验并且能与周围同学探讨相关问题，发现问题本质，培养创新性

思维。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案例教学激发学生对导游行业的热爱，并由学习的民族升华至对我国的

自豪感与热爱之情。 

2.4. 教学重难点 

重点：针对民族民俗这门课，教学重点为使同学们了解某一民族的具体特点，如高山族。 
难点：同学们自己设定导游情景，结合民族民俗特色自行创作导游词。 

2.5. 学时安排 

针对这一节课程，笔者对不同环节时间的把控进行了严格的安排，以保证教学进程的顺利进行，但

如若教学过程中出现学生存疑，教师答疑的现象，教师应以学生需要为主，可适当调节授课不同环节分

布时间。课程学时安排如图 2 所示。 

2.6. 教学方法 

在这次课程的教学中主要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并以一个个的问题为主要连接线，串联起

整个课堂，努力使课堂生动有趣，符合本课的“指导–自主教学法”理念。 

2.7. 教学过程及注意事项 

课堂导入：在这一环节教师应注意避免两个倾向，一是为了有趣而脱离课堂本质，所导入的内容一

定要与教授的知识相联系。二是避免导入的内容过大或过小，如当讲解民族民俗这一节时，如果在开始

导入就以当时台湾宝岛被日本占领，高山族奋起抗日为例进行讲解，会存在刻意课程思政的嫌疑，内容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5327


孙方烁，姚敏 

 

 

DOI: 10.12677/ass.2023.125327 2420 社会科学前沿 
 

 
Figure 2. Class time arrangement of Ethnic Folk courses 
图 2. 民族民俗课程学时安排 

 
过大。但如果课堂导入时仅以某一民族的有趣民俗为例导入，则存在案例过小的问题，难以转移到对全

国民族布局的讲解上。因而导入时，既要生动有趣还应连贯，避免生搬硬套。 
课堂讲解：在课堂讲解时应注意层层深入，避免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教师放任不管。也要避免教

师完全控制课堂，要求小组讨论的答案也应顺着教师的思路来，对小组给出的问题或答案既不认可也不

思考的问题。由于本节课中穿插着教师讲授法、小组讨论法、案例分析法，同时还应强调“指导–自主”

学习，因而为了规范这些方法与理念的应用，我设计了“5 应该”与“5 不做”。 
① 应该在新知讲授时使用教师讲授法。 
② 应该多准备几个案例，在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时随时引证案例，吸引学生注意。 
③ 应在知识并未完全讲授完毕时使用小组讨论法，学生通过自学自己探寻知识的奥秘。 
④ 应在课堂全程尊重学生，每位同学都有自己的疑惑与看法，要给他们发言的权力与思考的动力。 
⑤ 应深谙“指导–自主”教学法的含义，学生的问题可以多种多样，教师要耐心指导。 
① 不对调皮捣蛋的学生批评过于严厉，时刻履行“指导–自主学习”的教学理念，充分尊重学生。

中职里，每个班的学生总会有几个想突出自己，课上喜欢随便发言的学生，这类学生容易打乱教学进度，

因而并不受老师同学欢迎，且大多成绩较差，如若对这类学生十分严厉的批评，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从此

厌学，老师可以针对他们提出的观点顺势讲解，如当教师讲解高山族禁忌时说道“高山族人民禁生双胞

胎”，此时这类学生一定会发笑，进而捣乱，教师可以先向学生讲明不能嘲笑任何民族的禁忌，然后可

以讲解日本侵略时高山族奋起抵抗的英勇抗日精神，激发学生的憧憬之情，无形中也会使那位学生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感到羞愧。 

② 不对学生布置任务过重的作业，“人本主义”强调“教师的教学应符合儿童的生长阶段，在儿童

的最近发展区范围内布置作业，过大的学业压力不但不能促进儿童学习，还会导致儿童出现心理问题”。 

③ 不能把监督学生学习变为监视学生学习。“指导–自主”教学强调的是教师在学生需要帮助时适

时引导，监督他们的学习进度，帮助其进步，而不是紧盯学生，使其一直处于学习状态中。 
④ 方法使用不能过度，避免完全成为学生的课堂。一些教师为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从头到尾都由

学生自己讲课、自己学习，教师仅在旁倾听，这样的课堂不仅弱化了教师的作用，而且学生盲目的探索

知识，往往会产生事倍功半的后果。 
⑤ 不能对所有的学生都采用一种方式教学。学生由于自身生长环境、学习经历的不同往往存在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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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性格特点，因而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因材施教，采用不同的指导方式，促进所有学生进

步。 
课堂总结：课堂总结是一节课将要结束时的收尾环节，在课堂总结中，教师要高度凝练本节课学生

学到的知识，有能力的教师往往会选择在这一环节进行情感升华，同时激起同学们对下节课的好奇。要

想达到让同学们对课堂流连忘返的效果，生动温和，富有知识趣味的课堂总结必不可少。如，同样是对

本节课学习的民族民俗知识进行总结，教师罗列出板书并顺着读一遍的效果与为同学们编造一个能够将

本节课串联起来的故事的效果完全不同。有时顺口溜更能使同学们记忆深刻，如我在观看金课时，那位

教师对本节课一个民族的总结让我至今难忘——“高山民族真奇怪。甩发拔毛和凿齿，穿耳束腹与纹身；

这般‘折磨’是为何，原是平安不让挪。刺球背篓荡秋千，民族运动也很多。最后还有小米酒，香气飘

飘不让走。”短短几句顺口溜让同学们记住了高山民族的奇特习俗。这样的课堂总结无疑将课堂又推向

了一个高潮。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固执的认为只有教学过程值得用心准备，有时一个吸引人目光的

课堂总结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作业布置：由于本节课是新课授课，作业的布置不易难度太大，要以符合学生兴趣为主要目的，学

生的好奇心一旦被激发，就有了自我探索的欲望，况且旅游这门学科本就存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日常

生活中如若注意积累，也会对学生的相关学习大有裨益。因而在布置作业时应注意① 要与同学们的生活

紧密联系，使同学们有物可写，乐在其中。② 要与本节课学习的知识紧密相连，作业的布置应起到承上

启下的效果。③ 作业量不宜太大，由于面对的是中职学生，太多的作业量容易引发学生应付了事的心理，

适度的作业既能引发学生思考，又能巩固所学[12]。 

3. 课堂教学内容设计 

基于本文上一部分对学生、教材等的分析以及对授课过程注意事项与突出点的强调，笔者将针对《导

游基础》中具体的民族民俗这一节设计相关教学内容，力求使教学细节更加清晰明了。课堂中应有要求

如图 3 所示，基于此设计的“指导–自主”教学法在民族民俗讲解中的应用如图 4 所示。 
 

 
Figure 3. Classroom requirements 
图 3. 课堂要求 

3.1. 课堂导入 

课堂导入应以突出课堂特色为条件，以设计环节引人入胜为目的。根据这一要旨，基于“民族民俗”

这一节本来特点，我设计了多个为同学们课堂导入的方案。 

① 以地图导入，在课堂一开始为同学们展示生动形象的我国民族分布地图，此类地图中应明确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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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分布地点，最好地图上有能够代表不同民族的图案。用色彩鲜明，形式多样的地图改变中职学

生对所学知识无法集中注意力的问题。 
 

 
Figure 4. Application of “instruction-independent” teaching method in the explanation of ethnic folklore 
图 4. “指导–自主”教学法在民族民俗讲解中的应用 

 
② 为拉近与同学们的距离，使课堂导入贴近生活，可以在课上与学生们互动，询问他们有没有少数

民族的，可以起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民族，通过这样别开生面的导入方式，吸引学生目光。 
③ 还可以充分利用线上资源，为同学们播放一段我国各大民族和谐相处的视频，同时视频中应包含

我国民族相互融合的现状，让同学们思考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为接下来课堂中的思政融入做准备。 
良好的课堂导入可以为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课堂导入往

往可以激发学生对即将学习内容的好奇心，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流连忘返，多年后回想这节课仍旧记

忆犹新。 

3.2. 课程讲解 

课程讲解总体应分为三个环节，由浅入深，由泛化到专业性的为同学们讲解所要学习的民族知识。 
先要对本节课内容进行大致概括，告知同学们我国民族分布特点为“大杂居，小聚居”，进而为同

学们讲解这样分布的原因，让同学们明白民居不止有汉族的高楼平房，还可以有蒙古族的蒙古包、傣族

的竹楼，客家人的土楼等。为了使这部分生动有趣，教师可以借助视频资源，如介绍民族特色的抖音账

号等，使同学们通过音频切实感受当地特色。 

在同学们对我国民族有大致了解之后，教师应选择一两个民族着重进行讲解，为了使学生拓宽视野，

也为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本次课堂将选择台湾高山族进行讲解。在讲解开

始之前，先为同学们展示高山族人民的照片，(由于当地高原气候，这一民族的人大多皮肤较黑，鼻梁挺

直)，可以展示一些高山族明星的照片，让同学们猜这些明星来自哪个民族，并寻找这些明星长相的共同

点。通过这样的小问题，引入教师将要重点讲解的内容。 
在讲解时应注意不宜将所有知识全部传达给学生，如接下来在讲解高山族特殊的民族民俗时，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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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他们有什么样的民俗，具体原因需要学生自主讨论查找，以高山族人民无论男女都要拔体毛为例，

教师可以这样讲解“同学们，看到了那么多明星都属于台湾高山族，我们是不是对这一民族的民俗特点

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呀？那么老师告诉你们，这个民族的一些习俗可能听起来难以置信，比如，要求男

女都要拔体毛，男性要用束缚带勒腰呢，那么，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老师也很想知道，那就把

这个探索的任务交给同学们好不好，给大家 5 分钟的时间帮老师探寻一下，高山族这些我们难以理解的

习俗的奥秘。”这样的讲授方法符合“将课堂还给学生”的教学理念，教师在同学们学习过程中仅仅起

到“引子”的作用，不对同学们的学习过程做过多要求[13]。在学生探讨完之后鼓励同学们大胆展示自己

的答案，即使答案有误，教师也不能直接否定学生，而是把这一机会交给其他同学，比如“这位同学的

回答十分精彩，但老师还期待其他同学的答案，有没有同学对这个问题有别的看法呢？”让学生纠正学

生，往往会形成更好的课堂效果，在此情形下，教师不直接给予正确答案，同学们各抒己见，大家都会

陷入思考，进而投身讨论中[14]。 

教师除了应介绍高山族的民族民俗、民族禁忌外，还应介绍民族节日。在介绍民族节日时，可以穿

插一些导游词讲解的问题——如带团时赶上当地民族节日怎么办？以当地矮灵祭为例，其节日特色为众

人高唱“矮灵祭歌”，祈祷民族平安，年轻人穿戴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教师可以基于这一民俗特色引

导学生设置导游词，如，“假设同学们现在正在带游客参观游览日月潭，如诗如画的景色使得游客流连

忘返，但在参观一两小时之后，游客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此时你听说今天正赶上高山族的矮灵祭，为

了使游客拥有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决定带游客前往现场参加这一节庆活动，那么同学们，你们应该怎样

设计、讲解呢？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思考这一问题，并与小组成员进行讨论，一会儿请同学展示自己的

答案。”引发同学们思考讨论之后，教师可以举一个其他导游讲解民俗的例子来启发学生。 

在层层设问，由浅入深的民俗讲解后，课堂讲解最后一个环节为情感升华，如本节课重点讲解的高

山族所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身处我国台湾宝岛，拥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教师可以适当引入部分历史知

识，激发学生爱国心理，如“同学们在学习了习俗、禁忌、节庆活动后，是不是以为对这一民族已经充

分了解了呀，老师告诉你们，其实它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呢，给大家 5 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查一下‘雾

社起义’。”同学们自己利用工具查找相关知识，更能加深对高山族英勇抗日，伟大的爱国情怀的印象

[15]。查找完毕后，教师应组织同学们小组讨论自己查找的内容，要求每一个小组在讨论结束后给出自己

对这一民族的感想，描述要生动具体，表达清楚，并将重点放在自己的感悟上。可以适当组织小组之间

的竞赛，以最能引发同学们共鸣，讲解最感人、最具特色为胜者。可见，在进行思政元素融入时对学生

的要求应不仅仅停留在民族特色，而是要深入到民族精神里。最后，教师总结时也应注意语气语调，语

言优美，同时注意引入下一部分内容，使学生在沉醉其中时自觉深入思考[16]，如“通过查找，我们发现

原来高山族还有那么英勇的一面，虽然当时的他们武器落后、文明开化程度低，但他们也有铮铮铁骨，

也不为外寇屈服，同学们，这样的爱国精神是多么可贵呀！我们生活在优越富足的今天，有什么能为我

们美丽的祖国做贡献的呢，特别是当我们从事导游行业之后，凭借我们的职业特点能带给祖国什么呢？

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一起思考一下”[17]。将课堂中的思政元素与所学专业知识相联系，更容

易使同学们将对祖国的热爱衍生出职业自豪感[18]，小组讨论之后应让同学们分享导游传播爱国元素的方

法，教师对过于天马行空的答案可以适度指导，但要以不抹杀学生们的创造性与主动性为前提，这才是

“指导–自主”教学法的基本要义[19]。在同学们展示完毕后，教师可以用某一导游在台湾导览时弘扬爱

国精神为例进行讲解，指导学生掌握创作相关导游词的方法。 

3.3. 课堂总结 

正如前文要求，课堂总结应高度凝练，以别开生面的形式为课堂收尾，给学生留下良好印象。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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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难点，讲明本节课的要求，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形成大体印象。如“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老师

十分感谢同学们这节课与我一起学习了中国民族分布特色，走入了美丽的高山族，领悟了高山族人民令

人敬佩的精神。通过小组合作与课堂展示，老师发现你们拥有很强的知识探索能力与概括能力，这堂课

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大家对我国美丽民族的探索结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发扬自己的探索精神，

寻找更多民族的奥秘！” 

3.4. 作业布置 

本节课的作业布置应结合同学们未来的职业特点与职业要求，以熟悉知识为目的，以突出个性特色

为要义，突出学生创造力。因此，本次课为学生设计了两个作业，均要求学生主动探索，充分发挥其自

主性。 
① 自己选取一个民族，创作相关导游词，要注重突出你认为的民族特色。 
② 假设你在台湾高山族附近带团，有游客质疑台湾归属问题，你作为中国的导游应该如何反驳？ 
这样的作业布置既能对学生们所学的知识进行巩固，充分联系实际，又能考验学生的随机应变能力，

检查这节课思政内容的教学效果。 

4. 总结与反思 

本文先是对“人本主义”中的“指导–自主”教学法进行了简单的文献综述，在认为这一教学方法

可行的前提下设计出了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导入、讲解、总结等环节应注意的问题，进而以《导游基础》

的某一具体课程为例进行系统设计，全程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将教学重点由“教师的教”转为“学生的

学”[20]，具备一定的先进性。另一方面，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对他们的语言表

达能力与逻辑思考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让他们主导课堂，能够锻炼其人际交往能力、随机应变能力，这

对他们未来的就业十分重要。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指导–自主”教学法又具备一定的实用性。 

虽在中职课堂中，学生的自由活动度较高，但将课堂还给学生，教师退居指导地位的课堂并不多见，

因为这类课程往往导致学生对所学知识不够专心、小组讨论时只聊天不学习、教师难以保证教学进度等

问题。因而本次课程设计中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并未完全让学生自己讲解，教师不参与讲课，而

是选择了教师进行知识点引入，学生自行探索的方法，并在其中辅以小组讨论法、课堂展示法，力求在

不弱化教师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突出学生主体性。 

但由于中职学生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这一教学方法的普适性尚未被证实，因此，在以后的教学生

涯中，这类方法的使用应因人而异，因不同的课标要求，不同的课程内容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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