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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若干问题 ①

杨益斌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湖南 益阳４１３０００）

摘　要：高职应用写作课程教学改革长期忽视课程标准研究。研究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是该类专业课程
教学与改革的迫切需要。在厘清应用写作课程、应用写作课标、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的名称与内涵之后，分析

部分应用写作课标，提出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建设的四点构想：坚持先进的课程理念，明确课程标准的规范，把

握课标制定环节，注意解决“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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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应用写作》多年来一直是高职母语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但是有关研究往往忽视了应用写作本体和

课程目标、内容等之间的内在关联，对课标关注不够。课标是课程改革的起点和核心。没有高质量的课

程标准，很难有高质量的课程。一般所见“《应用写作》课标”，大多是为文秘、中文等专业基础课或者各

专业公共课制定的，而为高职艺术类专业量身定制的“《应用写作》课标”尚未见到。因此，从理论与实

践两个层面对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加以研究，大有可为。

２　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
２．１　《应用写作》课程名称

高校应用写作课程开设以来，多种名称长期并存。进入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写作课程专区，共有

６６门相关课程，其中名为《应用写作》《应用文写作》或相似名称的共有１９门精品课程，主要如：岳阳职
业技术学院张建的国家级精品课程《应用写作》，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杨文丰的国家级精品课程《应

用写作》，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宋亚夫的省级精品课程《应用写作》，南京审计学院张映光的省级

精品课程《经济应用文写作》，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吴跃平的省级精品课程《应用写作》，铁岭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赵福君的省级精品课程《应用写作》，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杨忠慧的省级精品课程《应用写作》，浙

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朱利萍的省级精品课程《应用写作》，苏州职业大学王敏捷的省级精品课程《应用

文写作》，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叶美芬的省级精品课程《应用写作》，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金秋蓉的省级

精品课程《应用文写作》，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孙莉的省级精品课程《应用写作》，石家庄信息工程

职业学院耿云巧的省级精品课程《应用写作》。由此可见，使用《应用写作》居多数，少数使用《应用文写

作》，还有将专业属性“经济”等冠名“应用写作”之前的。所幸课程名称虽异，但实质还是相通。具体到

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程，倾向于使用“应用写作”作为课程名称。

２．２　《应用写作》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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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应用写作课标名称也不尽相同。《应用写作》课程教学实施纲要、《应用写作》课程能力标

准、《应用写作》课程纲要、《应用写作》课程标准、《应用文写作》课程标准等等，不一而足。浙江经济职

院《应用写作》课标包含内容标准和评价标准等２个相互支撑的文本，其他的课程标准都是１个单一的
文本。

上述应用写作课标，编制主体，绝大多数是高校有关教学系部或者教研室，编制主体层级不高；只有

南京幼儿高师学校人文系文秘专业“《应用写作》课程标准”因为是《文秘》专业指导性标准，由教育部

高职高专文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最后审定报教育部通过，编制主体层级较高。

２．３　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
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应该有自己的课程理念。应用写作课程集公共基础课、技能培养

课、人文修养课于一体，它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发端并取决于应用写作的地位和作用。当今时代学

习、工作和生活处处需要写作，各行各业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学会写作，最实用最经常的就是应

用写作。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肩负着夯实应用写作基础、提高应用写作能力、濡养生命创造活

力三重使命。其课标基本框架一般由前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要求、实施建议等部分组成。编制主

体以高职院校有关教学系部或者教研室为主，学院有关职能部门审定即可。编制文本大多使用单一文

本，无需其它文本配套。

３　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建设的构想
３．１　对部分《应用写作》课标的分析

有学者研究阐释了学科课标体系类型结构中四个代表性看法，并认为第三个看法较为全面合理，已

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主流看法，这个代表性看法是：课标包含内容标准、表现标准和学习机会标准。

内容标准就是对学生在一定时间里应掌握的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技能等内容所作的规定和描述。表

现标准就是衡量学生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内容标准，也叫达标标准或评价标准。学习机会标准即对课

程与教学中影响学生的学习机会的有关条件或安排所做的规定或陈述。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课

标这一概念的。

据此观照，前述应用写作课标基本处于第三个类型结构的水平。如南京幼儿高师学校人文系文秘

专业“《应用写作》课标”单设“课程内容与标准”这一部分，从课程任务、主要教学内容、能力目标、活动

设计、建议开设的实训项目等５个方面进行详细描述与规定，该部分实际上兼顾了表现标准，并在第四
部分“实施建议”中从“教材选用编写”、“教学建议”等２个方面涉及学习机会标准，因此，大体上符合课
标第三个结构类型的基本特征。

再如浙江经济职院“《应用写作》课程教学实施纲要”和“《应用写作》课程能力标准”两者相互支

撑。“《应用写作》课程能力标准”主要从课程能力构建思路、课程能力标准分布及其权重、课程能力标

准及其鉴定要求、课程能力鉴定标准等方面陈述，既是能力标准，又是表现标准。特别是鉴定标准说明

部分可操作性比较强，如明确了课堂抽查、课外平时写作实训作业、案例搜集与评析作业、大型综合类课

外实训作业、期末应知、应会综合鉴定等５类鉴定方式，期末按权重折入课程成绩，并规定具体鉴定办法
及评分标准。“《应用写作》课程教学实施纲要”包含课程教学分析、课程教学基本策略、课程教学实施

条件分析、各模块教学纲要等四个部分，这里较多的体现了内容标准和学习机会标准。显而易见，上述

两个文本共同满足了课标第三个结构类型的基本特征。

不过，前述文本无论内容标准、表现标准还是学习机会标准，仍然有改进优化的空间，如教学建议大

多为原则性、概念性表述，笼统、空泛、不太好操作，再如内容标准中具体到写作的主要方面和基本过程，

如立意、构思、备材取材、起草、修改等几乎集体失明；表现标准中评价的具体指向性内容、策略、过程以

及评价工具、手段等也很少涉及。

在上述所见“《应用写作》课程标准”中，岳阳职院文秘专业“《应用写作》课程标准”当为佼佼者。

该课标由基本信息、课程理念、课程目标、内容标准、教学手段与方法、考核办法、附录等７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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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该课标突出了职业能力和素质培养，理念比较先进，设计比较科学，文本要素比较齐全，标准比

较明确、规范，可操作性比较强。该课标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写作与思维、读者意识与文体意识、

写作策略、写作过程、评价与修改等写作本体关注很少；二是内容标准依然比较模糊笼统，缺乏详尽、具

体的规定；三是表现标准也不是很明确，部分内容可测量性可操作性不强。

３．２　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程标准建设的构想
第一，坚持先进的课程理念。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观”，认为：“按照工作过

程的顺序开发课程，是凸显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开发的突破口。”实现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首先

要解决的是课程内容的抉择取向问题和课程内容的序化结构问题［１］。这就要求《应用写作》课程着眼

于动态的行动体系的隐性知识的生成与构建。？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在制定之时就应明确

这一课程理念。具体研制时，要坚守文道统一的课程担当，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素质和能力为本

位，以对接和服务专业为突破口，以项目任务为载体，以师生互动和综合实训为平台，建立起突出职业能

力和素质培养的课标，充分发挥课程作用，为人生奠基，为远航加油。

第二，明确课标的规范。研制课标要努力体现“课标包含内容标准、表现标准和学习机会标准”这

个思想，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既要包括比较科学、简明、实用的内容标准，又要有可测量性

可操作性较强的表现标准，还要有能满足课程教学所需条件保障的学习机会标准。

第三，把握课标制定环节。首先做好调研分析。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的课程地位、性质、目标等

要求，组织专业人员深入调研分析课程所涉及的职业岗位现状和相应工作任务的基本要求，切实找准课

程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制订课标奠定良好基础。其次做好专业研讨。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参

照行业企业职业资格标准，科学合理地确定本课程所应达到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等教学的

基本要求，并按照体现内容标准、表现标准和学习机会标准要求来编写课标。再次依规审议通过。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开会，依据课标审核的规范要求来审定课标。最后，认真修改完善。课标实施后要及时

总结经验，查找问题与不足，并适时组织修改完善。

第四，注意解决“共性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写作课程目标“仍然没有总体逃脱‘玄虚笼统’‘观

念单一陈旧’的毛病；我们的写作目标……缺乏具体的过程写作要求，交际写作（读者、目的等）的内容

更是流于理念。我们的课标……整体上还是属于能力目标或者是素养目标，不便于课程开发与教学使

用。”［２］这里虽然说的是基础教育阶段写作课程，但是病灶却是高职应用写作课程所共有的，也是前述

高职应用写作课标的共性问题。在建设高职艺术类专业《应用写作》课标时，就应当注意解决这些“共

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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