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维”融合、“六有”课堂教学改革实践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谢翌）

一、案例背景

在学情调研中，52.9%的学生表示在学习生活中一般不使用公文，

认为公文与学习生活有较强的距离感；95%的学生对公文写作规范、

标准认知不足；58%的学生对时事政治了解度欠缺，大部分学生语言

表达偏口语化，写作基础有待夯实。此外，课堂教学形式单一，大部

分学生认为讲授式的课堂缺乏生动性、趣味性和互动性，导致学习动

机不高；58.6%的学生认为更具趣味性的实操演练对公文写作课程的

学习更加重要；85%的学生喜欢组队完成任务，有一定的竞争意识，

对真实企业场景中的公文写作任务有一定兴趣。传统教学中，练评渠

道不畅，以提交习作、评价、打分的方式完成整个课程流程，评价过

程中授课教师成为中心，作品停留在表面、纸面或电脑中，实践操作

能力不足，缺乏真实工作场景评价，缺少成果产出路径。虽然课程设

计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但还是以结果导向的理论考核为主，

无法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与深层学习效果，学生将公文写作的学习等

同于文种知识的记忆与写作模板的练习，无法内化写作技能，切实提

升写作水平，更无法在写作学习过程中关注到国家认同、职业精神、

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最终影响学生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发

展。尽管课程中有丰富的思政元素，但缺少系统化的思政育人设计与

思考，没有思政主线贯穿所有项目任务，致使课程思政融入不深入，

随意性大，立德树人效果欠佳。

针对以上问题，开展了“五维融合、六有课堂”的高职《公文写

作》课堂革命。本课程以为党立言、以文化人为出发点，以培养学生

的职业素养和岗位技能为中心，以多维矩阵教学资源为载体，以教学

四域的成果产出为抓手，实现教学目标上习作与育人相融合、教学手

段上虚拟与现实相融合、教学资源及场域上多维矩阵相融合、教学成

果上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教学评价上三方评价相融合，并通过持续不

断的课堂革命，将本课程建设成为思政有温度、技能有实用、教学有



品质、学生有兴趣、实践有成果、评价有效能的“六有”新课堂

二、具体做法

（一）理念革新，以文化人，创有度课堂

针对写作理论水平较低的问题，本案例依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

工作条例》《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结合现代文秘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确定“为党立言、以文化人”的课程思政总目

标，确定“知标准、会写作、传大道”的课程目标，将习作与育人相

融合，设计公文写作“一核心双融合四维度”思政主线，完善育人元

素与载体路径，落实立德树人，打造政治有高度、理论有深度、育人

有温度的专业课堂。

图 1 课程思政主线图



图 2 课程目标

（二）重构内容，夯基固本，创有用课堂

针对学生写作基础薄弱的问题，传统的写作教学由于教材更新不

及时、产教融合不深入等缘故难以满足新时代对文秘岗位的新需求。

本课程依托职业教育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推广应用，与校

企合作单位成立校企合作部，校企共同研讨，重构“能力递进”和“工

作情境”为特色的教学内容，根据中小企业办公室岗位的层级进阶创

设了 4 个学习情境、18 个工作项目，在每个项目内以公文不同类型

为依据分别设置 1～2 个学习任务，项目之间形成难度进阶；每年年

底召开校企合作研讨会，及时更新项目及案例内容，职业岗位需要什

么，学生在课堂上就学、练什么，实现“岗课”无缝对接，以此打造

“有用”课堂。

图 3 教学内容重构图

（三）策略革新，多维联动，创有品课堂

结合课程目标及重难点，创建“一核·双元·三标·四域·五测”



的项目化教学策略（以下称“1-2-3-4-5 教学策略”）。

一核：熟知写作标准，明晰写作规范，能够写出规范公文。

双元：将学生课堂学习内容与未来就业岗位对接，形成有机双元

互联相通。

三标：《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公

文写作》课程标准

四域：强化学生岗位认知，搭建线上与线下、课程与竞赛、社团

与工作室、学校与企业等 4大实践场域，实现教学模拟情境向工作实

践情境转变，解决学生写作实践偏少的难题。

五测：依据学生认知规律，围绕“课前引入－课中递进－课后迁

移”的逻辑实施五测闯关，强化公文写作“三标”知识和成功体验。

既完成校内学习向真实就业岗位实践迁移，促进岗课融通。

图 4 1-2-3-4-5 教学策略

（四）导练评赛，闯关积分，创有趣课堂

在课程内容重构和拟定的“1-2-3-4-5”教学策略基础上，基于

建构主义理论和 PI 同伴教学法及多元评价法组织实施具体教学，设

计线上自学，课前学标——导练评赛，闯关积分，课中练标达标——

实用强技，课后用标三个教学环节（如图 5 所示），学生在课前完成

自学自测，课中实施“过三关”：牛刀小试知识关、渐入佳境结构关、

成竹在胸改错关，以闯关积分推进教学进程，通关后学生可领取竞赛



任务，再以组间竞赛的形式产出成果。互动性强的课堂设计调动学生

的参与热情，学生亲自参与、分组互动，实现了人人可参与，组组能

互动，课课有收获的有趣课堂。

图 5 闯关积分教学实施流程图

（五）智慧环境，成果导向，创有料课堂

资源链：职业教育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校企混编新形态教材、

超星学习通、企业案例库、范文库、语料库等，实现教学内容数据化、

资源推送智能化，教学内容与企业活动对接，攻克教学重难点，培养

主动学习的习惯。

工具链：秘塔写作猫软件、虚拟仿真教学系统、知识闯关小程序、

智慧教室等，实现交流互动多样化、评价反馈及时化，养成智慧思维。

基地链：秘书事务所、社团、企业实训基地、写作竞赛平台等，

拓展写作应用场景，满足学生理实一体之需，有效迁移写作技能，产

出写作成果。



图 6 教学资源图

（六）评价改革，多维立体，创有效课堂

本课程关注学生个体纵向进步，对每个学生设置学习进步评分，

客观真实记录每个学生的学习增量，实现增值评价，并将进步最大的

同学评选为“成长之星”。教师通过采集写作软件和学习通平台数据

信息，根据学生课前学习、课堂任务参与度及贡献度、课后拓展实践

等，进行教学策略调整。对写作未达标学生，教师给予方法指导，提

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材料，或在小组成员间开展互助学习。

图 7 四位一体教学评价图

三、工作成效

（一）课堂参与度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在学习效果满意度调查中，100%的学生表示对新的教学模式非常

满意或满意；47.1%的学生认为新的教学模式给公文写作学习带来的

最大变化是“学生广泛参与、师生充分交流”，根据学生反馈，该教

学模式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二）专业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学生在采访中表示喜欢情境体验式的思政元素融入方式，认为思

政元素融入课堂效果非常好、比较好的比例分别为 41.2%，47%。通

过本案例的教学实施，学生实践能力增强，政治理论素养、民族自豪

感、职业责任感明显提升。

（三）三练三测显成效，写作技能有进阶

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公文写作的“练”“评”“赛”积分闯

关 ， 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在教师的引导、同伴的帮助下 ，逐步

解决对公文写作格式 规范、行文规则和话语体系的困惑。

经过学习，所有学生的成稿都达到了课堂要求，综合最优文稿评

选“写作之星”。多位同学参加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大赛荣获团体

二等奖、三等奖。

四、亮点提炼

（一）“双元三标，四域五测 ”教学策略融合虚实，形成写作

教学新范式

本课程基于建构主义学习论，设计“双元三标 ，四域五测”教

学策略。构建校企双元融合师资，提升教学效能以职业情境作为学生

能力培养的载体，再现真实的职业角色、任务、过程、情境等职场要

素 ；紧扣公文写作格式规范、行文规则和话语体系三大标准 ，解决

教学痛点。

（二）“导练评赛 ”和“ 闯关积分 ”教学实施激发动能，开

辟课程改革新路径

设计三维教学环节，拓展课堂广度 ，依托中国大学 MOOC《公文

写作》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设计线上自学、课前学标——导练评

赛、三练三测、闯关积分、课中达标——实用强技、课后用标三个教



学环节，遵循从单一能力到综合能力，从简单能力到复杂能力的设计

理念 ，围绕教学重难点，设置闯关积分，评选“写作之星”，创新

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实施“过三关” ：三练强基基础关、病文

析改互评关、小组实训竞赛关 ，以闯关积分推进教学进程，突破“理

论枯燥”“实践困难”两大“瓶颈”，抓住学生“ 眼球”，活跃学

生思维，增强课堂互动，培养复合职业能力。

（三）“三链集成，智慧环境”资源，搭建写作教学新生态

资源链、工具链、基地链三链集成了线上线下、学校企业、虚拟

实境等多方资源与平台，大大拓展了写作学习的时空和场域。由本教

学团队主持建设的国家级精品在线写作课程、主编的新形态教材、范

文库、案例库、习题库等资源链，内涵丰富，能够满足教学需要。

利用秘塔写作猫软件进行文本校对、查找诊断问题更精准，评改

遣词造句更高效；依托职业秘书虚拟仿真系统开展职场体验，加深学

生对商务活动的感知；知识闯关小程序，有效提升学习兴趣。秘书事

务所、学生社团、企业实践基地等基地链则提供了校内外应用写作的

不同场景。

（四）“五维融合、六有课堂”融合虚实、易于推广，构建可持

续发展课堂革命

本课程坚持“五维融合、六有课堂”公文写作课堂革命思路，通

过慕课平台、技能竞赛、超星学习通、学生工作室、社团、企业实习

等多场域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训练空间，构建课内课外协同、线上线

下融合的课程资源和泛在化场域体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自主学

习积极性不断增强。课堂革命思路易于推广，在教学设计、教学实施、

案例挖掘、教学手段、智慧环境创设等方面具有可复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