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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current employment pressure, it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he school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areer. It is a key factor in master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 people whether a student can achieve employment. In fact,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the core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eaching communication is the main carrier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engineering i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Teaching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engineering; Teaching; 
enlightenment 

 

论教学沟通对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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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925） 

摘要：随着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为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服务已经成为学校的发展理念。学生能否实现就业的关键因素在

于是否掌握与人的沟通技巧。事实上，教学内容是课堂教学的核心，教学沟通是教学内容实施的主要载体。本文通过对国内

外现状的分析，提出在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学过程中改进措施。 

关键词：教学沟通；建筑装饰工程技术；教学；启示  

引言 

本人有幸参加了 2016 年留学基金委为期半年的“德国高等教育教学法出国研修项目”，对德国职业教育

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德国的职业教育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例如它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教学模式、校企合作模式、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考核质量保障制度等。 

作为一名长期在一线工作的专业教师，如果能够把本次学到的德国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设计与沟通

技巧等方面经验应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将是自己能够真正去落实与执行的工作任务，并使学生获益。事

实上，教学内容是课堂教学的核心，教学沟通是教学内容实施的主要载体。实施有效的教学内容和进行顺

畅的沟通，将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国内的高职院校在教学内容和沟通上存在着一些问题，这

些制约了职业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 

1 国内现状 

1.1 教学内容现状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接触项目教学，关于项目教学法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是关于项目教学法的内涵、特点及教学原则等方面的研究；（2）关于项目教学法在某一专业的具体

应用研究；（3）关于项目教学法的课程建设的研究；（4）关于项目教学法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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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的日常教学，发现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为了项目教学法而项目教学法的

形式主义现象；部分教师虽然也知道项目教学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在课程内容设计上真正地去实施项目教

学。具体来说，在我们的教学方面，存在以下的内容问题：（1）教学内容陈旧，较少更新；（2）教学内

容来源单一，主要是集中在某本教程；（3）教学内容的范围，深度等方面随意性较大，由授课老师决定，

没有标准；（4）教学内容的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学习对象的需求；（5）教学内容偏向于课程技术内容方

面的讲解，未考虑学生的其他素质方面能力的培养，例如：沟通与交流能力；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育课程开发大部份是将理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分开，这虽然给学生提供了

比较牢固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其理论与实践并非同时进行，而是先理论后实践，这就导致学生在头脑中没

有实践的概念，理论学习没有很大的效果，只是死记硬背。等到实践的时候，又因为理论学习不扎实，无

法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内容应用到实践中，理论和实践的匹配程度很差。 

此外，发现本专业课程的体系设计较为混乱。课程体系长期无变化，依旧按照计算机专业基础课、专

业课、公共课程安排教学。部分院校为了追求校企合作，片面地听从企业人员建议，未经过科学论证就少

开、增开、乱开课程，对课程名称、学时、课程标准随意变更，使得课程体系混乱。同时为了片面地强调

工学结合，未经过系统化设计便匆匆实施，使得教学目标难以实现，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1.2 沟通模式现状 

沟通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教育方式，是教育实现的基石。教育活动得以有效实现是师生双方良好沟通的

结果，所以教育离不开沟通。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中特殊的一类，师生沟通问题尤显重要。职业教育中师生

沟通存在着一些问题与障碍，这妨碍了师生间的沟通交流效果，具体来说存在以下问题： 

（1）以教师为中心，缺乏小组讨论，对学生的提问不足，较少根据学生的回答来进行针对性的讨论；

（2）师生、教师和学校管理层之间的沟通途径和沟通方式较为单一，未能达到有效地沟通；（3）师生交

往接触少，关系淡漠；师生除课堂教学交往外，课后各自行走匆匆，碰面也不互打招呼，感情沟通渠道呈

现明显的萎缩趋势；（4）师生间沟通的位差效应及本位主义严重，师生因地位、角色、认知及经验水平

的差距等的不同造成师生间的不平等地位，造成教师难以以平等心态与学生平等对话，缺乏平行沟通与双

向沟通，而往往是习惯于单向沟通。师生间的本位主义交流易强加别人，缺乏宽容，易于产生抵触、抗拒

和排斥心理，拉大师生间情感上的距离，影响师生关系发展，故而严重影响沟通的顺利进行。 

2 德国经验 

以学生为中心是现代国际职教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欧美等国广为流传。对于 21 世纪中国国内的职业

教育来说，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德国教育注重学习者的参与，无论是教学内容的讲授、教学活动的组织还是教学效果的评价，都积极

引导学习者参与其中。采用“行为导向理论”，强调“创造出师生互动的社会交往的仿真情境”，采用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方法，诸如项目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和角色扮演法等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效果远远好于只是

单纯听课的方式；此外，教学的顺畅沟通不限于师生之间的沟通，还有教师和学校管理层的顺畅沟通。  

德国职业学校的班级人数约为 20 人左右，为典型的小班化的教学场所。小班化教学首先为学生创造

了更多的实际操作机会，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的机会也更多，教师与学生的交流点拨的过程可以让学生更

好、更快地懂得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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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导向教学法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主要教学方法，它打破了学科体系的框架，构建了教学行动体系。

行动导向教学的基本意义在于：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中心，主动性非常强，教师是学习过程的组织者与协调

人，遵循“信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这一完整的“行动”序列，即：教师在授课时提供学习的相

关信息，学生根据教师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计划，在教师帮助下进行决策、实施、检查，然后小组进行评估，

教师也对学生进行评估，并反馈检查、评估内容，从而促进教学与学习。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互动，让

学生通过“独立地获取信息、独立地制订计划、独立地实施计划、独立地评估计划”，在自己动手的实践中，

掌握职业技能、习得专业知识，从而构建属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体系，并从中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人格

能力、社会能力、方法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学生始终在前台，教师在后台，教师只是学生的咨询

者与引路人。 

为了实现有效的教学沟通，教师的任教能力也要有相应的要求： 

（1）在对教师的任教能力要求上，应该具备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能力； 

（2）在对教师的任教能力要求上，应该具备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M. Köhler 老师在讲解 Communication 时，在课堂上进行了练习，选择了 20 位老师，分别抽签拥有

不同的身份，在一艘只能承载 2 人的小船上，通过沟通（或者争论）的方式决定谁留下或者离开。通过谁

应该留在船上这个讨论话题，引出讨论的方法，最后以一个讨论例子为例，给出了讨论的几个典型应用方

法。游戏在参与者的激烈讨论中圆满完成，教师对游戏的过程进行了点评和总结。 

 

  

 

 

 

通过 M. Köhler 老师的课堂的学习，我们有以下几点的反思： 

（1）课堂上，老师通过学员上讲台讲课，分析学员在讲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反复指导，使学

员的水平得到了提高。 

（2）Communication 在教学中非常重要，是学习者和教学者之间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也是作为教

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本次课让我们在实际参与中深刻领会到了在教学过程中沟通的必要性和有效方式。 

（3）老师总体介绍交流中的设计元素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一个好的 discussion 的特征，以及对话

2032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ACSR), volume 61



性沟通过程"argumentation"的类型、过程结构、进行模式和策略。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对话中的过程结

构，比如：提问回答链，可能以前上课都无意识的使用过，但并没有上升到“沟通”的高度，在以后的教学

设计中要有意识的加入“沟通设计”，确保课堂“以学生为主体”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再比如，discussion 可

能上课都组织过，但什么是一个好的 discussion 并没有好好思考过，“清晰的目标、实践问题、好的引导、

适时的推动、提问的技术和好的反馈”都考虑到可以让讨论更具效果！ 

3 改进措施 

在师生关系复杂的今天，尊重学生在师生沟通中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尊重对方，才能得到对方的尊重，

对方才会愿意打开沟通之门，愿意与我们坦诚沟通，尊重学生是打开与学生沟通的金钥匙。为此，我们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改革： 

（1）提高教师的沟通能力和对此的重视程度，在以后的教学设计中要有意识的加入“沟通设计”，确保

课堂“以学生为主体”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清晰的目标、实践问题、好的引导、适时的推动、提问的技术

和好的反馈”都考虑到可以让讨论更具效果。 

（2）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用多种方式执行 KOLB 循环（见图 1），给学生以经验→学

生回顾、反思→得出结论→改进后计划下一步→重新试验→再取得经验一直循环下去。教师不是知识灌输，

而是行为的指导或咨询；教学方法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地传递和互动。 

经验

反思

结论

再计划

 
图 1  

（3）完善师生沟通的机制，“以人为本”，有效地尊重学生个性，使得其更为顺畅。 

4 总结 

在教学过程中，课堂组织与教学形式要讲求多样化的方式，增加课堂教学的高效性让同学们自主的去

学习，利用课下的时间收集资料，课上进行演示，提高学习的效率，实行分组教学的教学方式同时强化实

施规范的管理制度，编写课程标准、教学任务、课件以及教学任务书等教学文件以此来高校的完成教学任

务，同学们通过分组学习，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有效地提升了学生在人际交往上的沟

通技巧和沟通能力。改变原来的以教师为主导，让学生成为主导，而教师起到引导监督的作用，学生通过

自主学习的方式，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和创造力，同时增加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在遇到问题时，通过同学之

间的相互交流，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选择自由平等的沟通交流环境，在其中营造出

双方之间坦诚信赖的沟通氛围进行真正的交流。高质量的沟通以平等为前提，平等的交流沟通有利于良好

沟通氛围的建立。良好的沟通必须是双向的，这样才能增近师生之间关系，同学之间的相处才能更加愉快。

为同学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氛围，同学们就会不由自主的融入其中，自身的沟通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提

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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