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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指出：“在增长见识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

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本文基于对“教思考、教体验、教

表达”教育理念的思考，展开“三教”促进学生“长见识，悟道理”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讨论。“三

教”促进知识的积累、技能的形成、良好职业态度的养成、强化学生对知识获取的参与性、强化学生表

达能力，进而促进综合职业能力的养成。最终得出结论教师可以通过“三教”让学生增长见识，感悟道

理，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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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18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pointed ou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ncrease know-
ledge. We should educate and guide students to cherish the learning time and focus on seeking 
knowledge, growing knowledge and insight without distractions and move forward in the direc-
tion of seeking truth, understanding truth, and understanding fact.” Based on the thinking of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eaching thinking,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eaching expression”, this pa-
per starts the discussion of “three devices of teaching” to promote students to “growing knowledge 
and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truth”.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hree devices of educations” 
help students promote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the formation of skill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good professional attitudes and strengthens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enhances their expression ability, and thu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eachers can let students grow knowledge and 
insight and understand truth through the “three devices of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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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现代职业教学体系，要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

加强职业院校实践性教学环节。[1]“三教”(“教思考”“教体验”“教表达”)是贵州师范大学吕传

汉教授提出的一种教育理念。[2]基于“三教”理念促进学生“长见识，悟道理”从而提升学生综合职

业能力，需要工作过程系统化、项目学习情境化、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要手段，推进“教思考、教体

验、教表达”工作项目化实施。具体来说就是：在课程设计上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将教学内容分

为专业核心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两大模块。专业核心能力包括“职业素养”和“就业准备”。在教学

内容上突出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核心理念，通过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工作任务设计培养学生的综合

职业能力。 

2. “教思考、教体验、教表达”“长见识，悟道理”与综合职业能力 

2.1. “教思考、教体验、教表达” 

2.1.1. 教思考的内涵 
“思考”在词典中的解析为“进行比较深刻、周到的思维活动”，[3] (p. 1230)“思维活动”则是指

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教思考”是教会学生思考的方

法，引导学生下学习过程中进行深度思考。通过教思考，可以提高学生的整体认知水平，提高他们的元

认知水平。[4]让学生学会对呈现的知识自主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的判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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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教体验的内涵 
“体验”在词典中的解析为“通过实践、亲身体验来认识周围的事物”。[3] (p. 1281)教体验中的“体

验”主要是学生的学习体验，在学习实践中，积累体验形成自己的经验。杜威提出“从做中学”，即“从

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把学生在学校的知识和在生活中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来

学习，这些活动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5]“生活教育”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理

论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生命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与学”三大基本命题。陶行知的生命教育

观以“生命为教育”为中心。“从体验中学习”，是指我们从学习体验也就是学科知识、技能等通过学

生自己的思考之后形成自己的见解。 

2.1.3. 教表达的内涵 
“表达”在词典中的解析为“说明；诉说”。[3] (p. 86) “教表达”旨在教学生能够具有较强的表达

能力，加强学生的语言和书写技能的训练，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方式将有关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提高了

他们的表达水平。让学生能交流，在沟通中思考，有助于孩子们对知识的理解加深，增加智力，获取经

验，积累能力。[6]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的训练。 

2.2. “长见识，悟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

无旁骛求知问学，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7] 

2.2.1. 长见识 
“见识”在词典中的解析为“接触事物，扩大见闻；见闻；知识”。长见识，见识还可以理解为是

一个人的人生阅历，人生经历；明智地、正确地认识及做出判断的能力。见识来自丰富的阅历和知识的

淬炼，见识多了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思想高度，会使我们的眼睛更具有穿透力和捕捉世间万象的能力。但

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掌握信息的方式十分地多元化，我们更需要尽量设身处地地思考，以开放、包容

的心态看待各种观点，充分考量和汲取其视角的合理性，在思想交流交融乃至交锋中使自己的观点更加

客观、公允。 

2.2.2. 悟道理 
首先在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首先，“真理”是指

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求真理”是一种态度，追求客观真实的

道理，找准正确的发展方向。“道理”是指事情或论点的是非得失的根据；理由；情理。“悟道理”主

要是感悟，能够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看清事物发展方向。“事理”是指事情的道理。“明事理”

明确了事情的道理。学习并不是单纯地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理解和感觉，在学习中，理解一篇文章、

一件事、一种情境、原理、定理或结构中所包含的哲学。 

2.3. 中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职业教育专家姜大源将职业能力理解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8]是那些旨在完成和处理

一组任务时所需要的主观能力的潜力。综合职业能力是，一种既能胜任现有工作又能满足职业之后持续

发展需求的职业能力。[9] 
综合职业能力，从专业能力的内涵上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从业能力和关键能力。从业能力是指

劳动者在某种特定的专业活动中必须具备的技能，属于低级技能，这一部分能力在教师日常的教学过程

中，是可以得到实现并成功培养的；而核心技能是指所有职业技能中的高级技能，是指从事各种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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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具有的技能，也就是在一个新的工作或工作中仍然可以继续使用的技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后在今后

的工作中便可以畅通无阻，这一部分能力，是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较为困难的部分。 
要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高职学校在课程设计上面不能流于表面，教师需要对典型任务有深刻的

认识，课程改革推进需要教师设计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的学习型工作任务，基于此推进高职课程的改革与

开发，在教学活动中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基于综合职业能力的评价标准也要适应社会的用人需求。 

3. 逻辑辨析 

首先“三教”之间的逻辑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教思考”，让学生通过思考

获得“体验”，让学生在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发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

能力，实现“教表达”。“三教”之间也并非独立存在的，在教思考的同时也可以教表达。 
其次“长见识，悟道理”，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层层递进的。闻多识广，见识的精进需要靠广博的知

识，但仅仅只是依靠于广博的知识也并不能增长我们自身的见识，百闻不如一见，我们还需要去实践去

身临其境地体验。一个有见识的人，他能够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看清事物发展方向，能预见社会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进而发展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使自己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一致。 

3.1. “三教”与“长见识，悟道理”的关系 

“长见识、悟道理”教学理念，在我的理解下是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培养有见识的人，那么就不仅仅

是知识的传授，长见识需要丰富的知识，没有知识作为基础也不会成为有见识之人，所以作为教师除了

最重要的知识教授之外，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思考能力，让学生通过所学的知识将其付诸

实践，在实践中去学习去感悟，从而增长自己的见识。突破学习的舒适圈，去实践、去体验，一次次地

冲击原有的知识，从而形成新的感悟。 
“长见识、悟道理”在“教思考、教体验、教表达”的理论下进行的，教师可以通过“三教”让学

生增长见识，感悟道理。首先，教会学生思考，引导他们思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增加他们的

知识，使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基本的知识和技巧，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教会

学生从知识中取舍，在众多知识中学习精华，去其糟粕，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引导学生自己学会学习，

从而“长见识”。“教体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以知识为导向，在教学环境中对学生进行适当的环

境或特定的活动，使他们对新的知识进行抽象，并通过具体的、抽象的经验来积累。也就是，使学生在

情境中经历，在问题的探究中体会到知识形成自己的感悟，从而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教表达，教会

学生表达，提升表达能力，通过与教师、同学之间的交流与探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在课堂

上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使学生能够深刻地体会、感悟到其中的道理。 

3.2. “长见识，悟道理”与“综合职业能力”的关系 

“长见识、悟道理”在运用于教学时，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随着生产的不断

发展，大量的工作机会被整合起来，工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单一的工作方式将逐步被复杂的工作方

式所取代。另外，随着现代工作的不断改变，以及职业的不断淘汰和更新换代，对员工的灵活性要求越

来越高，以满足不断进修和调换的需求。见识和认知的不同，对一个人能否在职场上取得成功，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但往往很多人认为所谓的见识与认知都是虚的东西，都是在书中读到，但在职场上却难

以发挥其应有作用。这就是一个没有做到见之于未然、知之至不知其所之事的体现。 
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对于中职学生的职业生涯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培养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

在学科学习过程中逐渐养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质和主要能力。“长见识、悟道理”，有利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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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个性，学生人格的养成很难通过知识传递来实现，但却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学生的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为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3.2.1. “长见识，悟道理”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长见识、悟道理”不管是“长”还是“悟”都是需要学生主动学习实现，“见识”与“道理”都是

需要经过思考活动才能够掌握的，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学习方法，提倡独立思考、自主学习、

合作交流等学习方法，培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3.2.2. “长见识，悟道理”促进学生终身学习 
在职场中认识到一个全新、不一样的世界，这本身就很难。在这样的世界，我们需要提升认识新事

物、认知新领域、了解新规律的能力。这不仅仅是知识层面上的，更多的需要个人在行动上做出改变，

从个人到团队合作能力，从对工作内容的熟悉到对工作流程、体系、规律等理解。这就像我们说要去旅

行一样，我们需要有足够多的见识才能去旅行；我们在学习方面也应该足够多学习专业相关但又高于职

业范围或知识层面上的知识，才能促使我们去学习和提升。“悟道理”，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才

能说自己真正做到了见之于未然、知之至不知其所之事。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在工作中

遇到棘手问题时也会想到“我这方面不行”“我这方面不懂”等等。但是却很少会在这方面想要去提升

自己，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见识”和“认知”之间其实是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关系：对于工作而言

可以多积累专业知识；而对于见识则可以丰富认知维度。 

3.2.3. “长见识、悟道理”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长见识、悟道理的过程就是创造过程，它是一个创造思想、创造智慧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感性认识

到理性认识再到创造性思维飞跃的过程，更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创造性思维高度发展的过程。通过

“长见识、悟道理”活动，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真理的力量，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和敢于怀疑一切、勇于创新理论和实践的精神；让学生在亲身经历中获得感性认识，使认知结构得到升

华；让学生从实践中感悟生活真谛和做人道理。 

4. “三教”促进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4.1. 职业学校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知识与能力并非对等的关系，知识水平高并不代表具有较高的能力，也就意味着有学识不等于有才。

不同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也许是一样的，但是在同一层次上，他们的能力却未必是同一层次的。知识与

能力的转换率因人而异，高知识和低能力的根源在于缺少实践活动。知识的获取，是由个体的主观努力

来实现的。[11]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累积知识，学习相关的专门知识，缺少专门知识，相当

于没有任何的特殊能力，也没有任何的专长。知识和能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知识需要通过转化才能形

成能力。所以，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在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中，需要通过“三教”，促进学

生“长见识、悟道理”将学生的所学内化为综合职业能力。 

4.2. 如何通过“三教”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职业学校要取得较好的发展，就必须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以适应市场经

济的发展需要。“三教”的教育理念，“教思考”、“教体验”、“教表达”三者相辅相成，但是各有

侧重。首先教思考，重在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教体验，重在增进学生的学科感悟；教表达重在强化学

生的交际能力。[2] [12]在中等职业教育中，学生通过在学校系统地学习知识，通过实际操作，提高了自

己的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进一步地提高自己的综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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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积累知识经验 
知识是一个重要的整体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基础架构。能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知识的获取与积累。

关于中职学生知识的积累，首先一部分的知识应该来源于学校教师教授的基础专业的理论知识。除此之

外，其他的知识资源可能来自教师推荐课外读物，学生自己在网络上获取的信息等。在知识的积累方面，

“教思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对于知识的习得，我们首先需要获取知识、其次是学习、巩固、内化于心再到最后的应用。对于程

序性的知识，要完成由陈述性知识向技能转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精心设计多种变式练习促使学生练

习，并及时对练习结果提供反馈和纠正，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的内化与掌握。“教思考”，是在引

导学生学习时，从一些已有的知识出发，通过自己的思考发现和提出问题，[13]可以让学生在面对问题的

时候思考解决路径，在多方位角度考虑与看待问题从而举一反三。也可以在未经处理的数据等知识中选

择正确的应该学习的知识，学会自己对信息进行检索、分析、整理。在中职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案例

总结的方式在导课环节引出案例，让学生思考并自己总结出一些概念。学生在学习中积累学习经验。例

如，《网络营销》课程教学中，教师先通过让学生关注品牌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抖音等让学生思考，

区分出本节课网络营销、网络推广的异同。[14] 

4.2.2. 形成知识技能 
知识是技能形成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而技能则是知识向能力转换的过渡过程，知识与能力之间需要

通过技术的中介来实现转变。技能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操作技能是一种以合理、完善的程序为基础的

一套实际动作的运作方法。心智技能，是通过内在语言在大脑中进行的一种认识行为。心智技能是加强

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根本。 
技能是需要通过将知识实践之后产生的，“教体验”可以让学生通过学习获得自己的体验，通过“做”，

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提高了问题的处理能力。把“思考”与“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培

养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可以融入实践教学“教体验”让学生在体验中不仅学会思考，还增长见识。

例如，教师在中职《网络营销》教学过程中进行实景模拟，教师给大家规定几个主题，让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的方式分享如何售卖自己的产品。[14]让学生将知识运用情景中，体验营销工作的过程们才能更好将

网络营销知识内化于心。 

4.2.3. 良好职业态度的养成 
态度是一种内在的准备状态或反映，它通过学习而产生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会影响个人的行为选

择。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态度是比较明确的，职业精神、职业信念和职业道德等。态度并非与生俱来，而

在于社会学习。社会的需求是由社会、学校在各种环境的影响下，由别人的社会示范、指导或忠告，使

社会的需求转化为自身的行为，并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态度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顺从、认同和内化，“教思考”“教表达”“教体验”促进职业态度

的形成。因为在内化的过程中，各个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被化解，个体按照自身内在的价值观行事，

就会感觉愉悦与满足，而在做出违背自身价值观的行为时，会感到内疚和不愉快。“教思考”可以让学

生明辨是非，顺从教师授课内容，讲授的案例，思考什么样的行为是属于道德的行为，从而产生对优良

企业的行为产生认同感，最终将企业道德内化为于心。“教体验”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进行情景模拟，

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服务态度，一种是面带微笑的，一种愁眉苦脸的，作为客人让学生设身处地感受两

种服务态度的不同，更深刻地理解职业道德重要性。教师要将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与职业态度的培养相

结合，在进行专业分析、制定培养目标时，要注重态度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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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强化表达能力 
学会表达，不断加强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的训练。“教表达”就是要让学生们“说”。“沟通素养”

是职业能力中职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三个方面，即：同理心，倾听理解，有效的表达。“有

效表达”就是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信息，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想法，从而实现交流。 
“教表达”在教学中，采取小组任务化教学，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学会

了团结，学会了合作，学会了分工，同时也增强了学生间的团结和合作的意识。小组合作还有利于良好

的人际关系的培养，在今后以热情主动的合作态度去工作，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轻松融洽工作氛围。 
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关键在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与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

要让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更好地将所学内化于心。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可以多设计学生表达环节，

例如在《网络营销》课程教学中，在课前先布置学习任务，让学生去预习什么是网络营销，并在下节课

课前五分钟让学生在台上分享，让学生在课中、课后进行学习分享或者学习总结，提升表达能力。从而

教会学生表达，表达能力也是今后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职业素养。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培养，应让

学生学会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学会与人为善，学会宽容。 

5. 逻辑辨析 

“教思考”“教体验”“教表达”，加强学生对知识获取的参与性，注重知识的生成过程，这是学习

方式转变的核心内容。想要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亲身体验学习过程、参与对

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评价。教师“教思考”要通过启发式提问、讨论式提问等形式，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

题，自己去解决问题。在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把“教思考”“教体验”“教表达”贯穿于整个教

学中。教师将教学活动组织设计为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己动手的实践过程。将专业理论与专业实践

相结合，使高职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很快地适应工作，并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素养转化为自己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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