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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索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实现路径，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迫

切需要，也是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手段。本文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例，结合《国际

贸易实务》课程的现状及特征，尝试提出了《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课程革命”的路径。该路径为：增

加课时量，保证实践训练——教学活动增加学习方法的指导——助力学生自主学习——加强外语的应用

能力的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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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path to realize the classroom revolu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
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 urgent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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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and mean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course as an exampl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course,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path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course. 
The path of curriculum revolution i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lass hours to ensure practical train-
ing—increasing the guidance of learning methods into teaching activities—helping students learn 
independently—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ppl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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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堂革命”起源于基础教育，是在 2001 年开始的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1]。
2017 年 9 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掀起‘课

堂革命’，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吹响了“课堂革命”的号角。课堂革命虽然起源

于基础教育，但其思想、方法和路径对于职业教育同样具有革命性的创新价值。因此，2020 年 9 月，教

育部等九部委联合下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明确提出“推动职业学校课堂革命，

适应生源多样化特点，将课堂教学改革推向纵深”[3]，开启了职业教育“课堂革命”之路。本文积极响

应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号召，积极探索、不断尝试，以职业院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例，探究职

业教育“课堂革命”的实现路径，以期为职业院校其他课程开展“课堂革命”提供借鉴。 

2. 职业教育为什么要推行“课堂革命” 

(一)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作

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同样承担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使命，

而推行“课堂思政”将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切实有效地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点和突破口。既然“课堂革命”

如此重要，那么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课堂革命”。中国教师报在 2017 年 10 月 25 日的《“课堂革命”

十人谈》文章中对“课堂革命”的概念提出了多个观点，观点一认为“课堂革命就是要革除当先知识本

位、教师主体、教室局限的弊端”，观点二认为“课堂革命的实质是传统的教与学方式的改变”，观点

三认为“课堂革命就是要‘革’传统课堂的‘命’”[4]。不管哪种观点，本质上都是对传统课堂的颠覆，

因此可以把“课堂革命”概括为：课堂革命是对传统课堂的颠覆性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

然要求。总之，职业教育推行“课堂革命”，必须要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

好“课堂革命”的正确方向。 
(二)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需要 
“课堂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育人革命”，“育人革命”的本质是“怎样培养人”，育人方

式变革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个焦点和重点问题。职业院校学生目前存在以下特征：一是升学选拔处

于劣势地位，与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职业院校的学生的学习成绩相对较低，在学习方面的成就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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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的学生对学习还产生了较强的抵触情绪；二是专业认知能力欠缺，大多数的学生对专业的培养目

标、未来的发展方向缺乏深度的思考，对自己的能力的分析与定向培养没有清晰的认识；三是自主意识

相对较弱，习惯于被动接受学习安排，存在自主学习的能力挖掘不出来、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不强、找不

到适合的学习方法、长期的坚持毅力不足等问题。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就是要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的这

些特征，打造真正有育人价值的课堂，吸引学生参与学习，让学生在课堂上有笑声、有掌声、有质疑声、

有辩论声，营造生动的课堂环境，切实实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三) 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手段 
课堂教学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担负着职业教育变革的重任，课堂不变，教育就不变，教育不

变，学生就不变。因此，“课堂革命”是职业教育变革的关键，是践行新时代职业教育新要求，是职业

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职业教育“课堂革命”是在职业教育生源多样化、生产智能化、教学个性

化的背景下实施的精准性、灵活性和全面性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5]。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扮

演引路者、陪伴者、激励者的角色，破除以往直接传递知识点、死记硬背的缺陷，让课堂从“教师”主

导转向“学生”主导。有利于学生更加明确学习的长期目标、适合的学习方法以及可用的学习途径，感

受到学习的成就感，形成对学习的期待，逐步增加其学习的自信度，坚定学习的毅力，树立自主学习意

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步入更高起点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迫在眉睫，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则需要以“课堂革命”更新教育观念、教学方式，加速形成职业教育核

心竞争力，助推职业教育实现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均衡的高质量发展。 

3. 职业教育“课堂革命”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关键词“职业教育课堂革命”进行搜索，相关文献仅有不足百篇。纵观现有的研究，主

要包括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方面，其中微观研究中，以单一课程为例进行“课堂革命”研究的文献

仅有十余篇，包括“新媒体营销课程”“舞蹈基础与创编课程”等，而暂未有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

为对象的研究。 
宏观研究方面，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课堂革命”的内涵、动因、路径等进行探析。张露颖等(2022

年)提出高职教育课堂革命的关键要素有教师、课程、教学、学生、评价、制度，其中学生从学习的跟随

者要变为主动发起者，成为课堂真正的主角，要做到“教服务学，以学助教”[6]。裴勇(2021 年)提出高

职院校面临生源多源化、学习需求多样化、教学内容适应产业发展、教学模式转变等新挑战，需要通过

课堂革命得到有效解决[7]。陈安琪(2021 年)要把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课程有机结合起来，保障立德树人

得到全面实施，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8]。张丽颖等(2021 年)提到了学生要自主学习，教师要传授给

学生自学方法[9]。 
微观研究方面，主要从实践层面探讨“课堂革命”融入教学、思政课等路径。王倩倩等(2021 年)将

信息化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学

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10]。郑硕等(2022 年)提出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把握“课

堂革命”的正确方向[11]。邓靖怡等(2022 年)指出学生“不会学”是我国高职课堂的根本性问题，由此提

出“帮学”模式，认为学生是主体，知识是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及互相连接而建构的；教师作为外部因

素，主要是帮助学生学习，推动其不断发展[12]。 
综上所述，本文侧重于对微观层面对“课堂革命”进行研究，尝试以职业院校《国际贸易实务》课

程为例，探究职业教育“课堂革命”的实现路径，为“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提供研

究样本，为职业院校更好地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目标、实现职业

本科目标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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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业院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课堂革命”的实现路径 

(一)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现状及特征 
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政策支持的环境下得到快速发展，新增业务岗位亟需国际贸易相关专

业人才的补给。国际商务专业人才除了要具备国际市场、国家政策的敏锐度、专业性，对外语能力也提

出了硬性要求。然而，目前职业院校国际贸易学生外语水平差异性较大，外语学习的难度较大，时效性

不强，学生对于外语的学习存在较强的抵触情绪，涉及外语的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难度，专业

成绩往往不太理想，挫伤学习信心，甚至加重学习的抵触情绪，形成恶性循环。《国际贸易实务》课程

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从实务角度论述传统国际商品线下交换的具体操作过程，以进出

口交易磋商为开端，涵盖进出口合同签订的商品品质数量、价格、包装、支付、运输、保险、责任义务

划分、争端解决等主要条款以及买卖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等微观商务活动，涉及国际贸易常用的国际惯

例、国际法规、国家政策等宏观内容。 
该课程有两大特征。一是实践应用性强。《国际贸易实务》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通

过学习该课程，学生能掌握国际贸易交易的具体内容和交易步骤，是从事外贸行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二

是教学案例多。国际贸易是一种交易环节众多复杂的商业活动，长期的国际贸易进程使得各个环节都积

攒了大量的交易案例。教师在授课中将这些案例分解成以单个知识点为中心的教学案例作为辅助，通过

分析讲解案例，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课程中的相关知识。新颖的教学案例往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该课程有三大教学难点。一是课时量有限，缺乏实践训练。《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内容涉及宏观

政策制度、微观交易环节，包含交易磋商、价格核算、合同拟定、单证缮制等内容需要通过实践达到教

学目标。然而，该课程的课时量一般定为 56 至 64 课时之间，平均一周 4 课时。面对教学内容繁多、学

生学习能力参差不一的情况，任课教师往往采用理论讲解替换实践、略讲代替精讲、剔除外语要求等方

式降低教学难度，导致该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受到影响。二是专业术语多，自主学习难度增强。《国际

贸易实务》课程中讲授国际贸易活动中所涉及的国家政策、国际惯例、贸易术语等专业术语，数量较大、

复杂性较强，分辨理解记忆难度增强。课时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学生课后自主深入理解记忆，学习的效

果不可控。三是涉及外语，教学效果呈现“假性”良好。该课程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国际商务活动的相关

环节，其中包括要求学生掌握交易磋商要领、具备合同条款拟定以及运输、保险、支付等内容相关的单

证审核缮制的能力，这些要求涉及外语的阅读与撰写能力，而学生的外语水平差异较大，这对教学提出

了难度。目前，教师在有限的课时情况下，将相关的英文内容翻译成中文进行讲解，导致学生在面对相

同内容的英文版本不知所措，这门课程呈现了“假性”良好的教学效果，无法满足国际商务从业人员的

任职要求。 
(二)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课程革命”路径设计 
一是增加课时量，保证实践训练。《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内容分为理论内容与实践操作的内容，而

目前的课时量导致教师只能选择理论内容的讲解，因此在 64 课时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实践操作课时，切

实保证该课程实践内容的有效开展，保障教师能够有充足的课时对学生的实践操作进行指导。 
二是教学活动增加学习方法的指导。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以使得学习效果事半功倍，然而高职院校的

学生在学习方法的探究上存在困难，需要教师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教学经验以及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帮助

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有利于学生扎实掌握知识要点，为自主学习的实施奠定基础，从而达到

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标。结合《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案例充足、实践操作性强的特点，教师可以将知

识点融入到案例分析、实践活动当中，引导学生自主查询、收集相关信息、阅读整理资料、总结归纳对

应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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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助力学生自主学习。《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不同于纯理论课程，其实践可操作性较强，且存在

大量的教学案例，能够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线上课程相关内容丰富，专业术语讲解详细准确，相关资料

丰富，为该门课程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物质基础，教师则需要明确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提供自主

学习途径和有效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监测、对出现的错误及时进行纠正，给予自主学习鼓励，培养自

主学习的信心和毅力，辅助学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四是加强外语的应用能力的实践操作。《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是一门实用性、专业性很强的课程，

操作实践涉及外语的阅读、写作甚至听说。通过双语教学、有意识地增加国际贸易领域的外语学习、增

加外文单证缮制、外文函电撰写等实践操作训练、阅读国际贸易活动中相关的外语资料，加强学生外语

的应用能力从而达到该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能够达到从事国际贸易从业人员的入

职水平。 

5. 结语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愈加重视，提升高职教育的办学水平、教学水平已然成为现代高职教育工作

者的工作重心。课堂革命是对于传统教学的深入改革，提倡教育工作者转化传统教学理念、多样化教学

手段、教学为中心论转为学生中心论。课堂教学作为双主体的活动，教学效果不是一味地要求教师提高

教学水平，课堂改革不仅仅是教师要改革，学生也要相应进行改革，教师改变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

从课堂主宰者的身份转变为课堂辅助者身份；学生也要转变学习的状态，从只需要听从安排的状态转变

为主动汲取的状态。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树立自主学习意识，努力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教学双方共同

转变下，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才能有所突破，学生能力才能切实得到提升。本文探讨的《国际贸易实务》

课程“课程革命”实现路径，可为职业院校其他专业和课程开展“课程革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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