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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等教育阶段，阅读汉语文学的经典作品能够在提

高师生知识积累量的同时，还可以弘扬与创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已经迈入了互联网时代，在当前时代

背景下如何开展汉语言文学的经典阅读是相关教育工作者需要面

临的重要问题。本问题通过当下的社会特点进行分析，来分析汉

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策略，以提高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质

量和效率，从而真正领悟到作品之中所蕴含的的文化意蕴，增加

个人的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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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作品种类多样，内涵丰富，在高等教育之中的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如今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

除了传统的纸质版阅读之外，电子阅读对其发展有着较大的促进

作用。

电子化的阅读模式不仅降低了购买书籍的费用，更是可以摆

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的进行汉语言文学作品的阅读，

让阅读更加便捷。同时相比于纸质版的阅读，在网络上开展汉语

言文学经典作品阅读还能够净化网络环境，弘扬社会正能量。

一、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内涵

对于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学生来讲，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可以让

学生带有“书生气自华”的气质，提升个人的文学修养，同时还

能够丰富生活与学习的内容，拓展他们的课余活动。汉语言经典

作品之中具有深厚的教书育人道理，这对于健全学生的个性发展

有非常大的意义。

通过研究发现，汉语言文学作品之中能够充实人们的精神世

界，尤其是对于正在处于三观形成以及道德素质培养的学生来讲，

汉语言文学作品能够帮助他们找到信仰，找到未来前进的方向，

同时还能够为其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而培养高雅的生活节操。

汉语言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进行汉语言文学作品阅读可

以培养学生一定的审美观和艺术鉴赏能力，这对于他们的素质发

展十分重要。

二、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传统阅读形式无法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的节奏

传统阅读模式是指通过纸质版的书籍进行阅读的方式，这是

从古至今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所传承下来的方法。古人对于书籍

十分重视，在其内心具有敬畏和崇拜，当受众翻开阅读书籍的时

候，仿佛置身于作者的精神世界一般，同他进行着心对心的交流。

而现代人对于纸质版书籍的阅读已经没有了那个高的重视程度。

通过调查显示，国人年平均阅读量不到一本，由此可见汉语

言文学经典作品的发展空间极大。传统的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主

要以纸质版的文字和图片为主，而现阶段的阅读方式则是借鉴视

频的优势，将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赋予了新的特点。

汉语言文学作品多为生涩难懂、阅读难度较高的古文，很多

读者对于这些内容的兴趣和积极性不高，这严重限制了汉语言文

学经典作品的发展。

（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了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的多样

化发展

目前，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了解更多是通过影视，如人们对

金庸的武侠小说十分感兴趣，而其所为的兴趣不过是对改变的电

视剧感兴趣而已，真正让读者去拿着一本纸质版的书籍进行阅读

难度较高；再比如人们对于四大名著很感兴趣，但是他们所了解

的途径近九成是来源于电视连戏剧，所以一谈到齐天大圣孙悟空

便会想到六小龄童，而不是吴承恩。

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的现代化解读方式不

恰当，相反，这是顺适社会的发展形势，人们对于文字、图片已

经不是很敏感，他们更加亲睐于视频。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让很多

人比较浮躁，难以真正的寻个静谧之处细细品味书中的内容，汉

语言文学作品即讲究阅读的质量，同样也不能发忽略阅读的效率。

信息化的阅读方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形势。

（三）读者心态的发生了变化

现代社会的节奏过快，导致人们难以去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时

间来阅读汉语言文学作品，他们更喜欢无拘无束的阅读方式，这

说明读者的心境以及心态正在发展着变化。

目前的读者更加注重阅读的速度，对于内容往往只会有一个

大概的了解，不会去深入剖析其中蕴含的哲理与精神。同时人们

阅读的时间更多是在等公交、吃饭等零散的时间，而在这简短的

时间里想要去捧起一本书进行品读是不现实的。

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方式的改变更是人们生

活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读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态度等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

三、互联网发展与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阅读之间的关系研究

（一）互联网技术与汉语言文学处于共同发展的状态

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方式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

割。古代的阅读方式只能够通过实际，因为人们缺少阅读的其他

方式。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影响下，纸质版的汉语言文学作品

阅读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人们更加注重多元化、多层次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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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利用不同的手段来汲取知识，来丰富自身。由此可见互联

网技术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是出于一个共同进步的状态下。

（二）传统阅读模式与现代阅读模式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会想：难道在现代阅读模式之下，传统阅读模式就没

有存在的必要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现代化的互联网阅读模

式知识大部分所需求的内容，仍然有一部分更加青睐于纸质版的

文学作品阅读，他们认为电子阅读只是一种机械式的阅读方式，

而传统的纸质版阅读能够实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精神、思维上的

交流碰撞，从而给予他们不一样的感受，而这部分精神感受往往

是最精彩的。由此可见传统阅读模式与现代阅读模式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四、现阶段开展汉语言经典阅读的教学策略

（一）整合教学资源

在互联网时代开展汉语言文学阅读教学时，教师要善于整合

有应用价值的教学资源。

首先，教材是学生所掌握的第一手教学资源，也是学生最重

要的教学资源。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之中的文化知识与育人之理，

这对于学生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教师要善于利用微课、慕课等来丰富学生的教学资源，

教师学习其他优秀教学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方法，学生则是通过不

同教师的讲解，从多元的角度去看待作品。

最后，教师不能够忽视影视作品资源，虽然说影视作品资源

对于汉语言文学作品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的

辅导补充，从而将传统的汉语言文学阅读与现代化的阅读方式进

行结合。

（二）活跃教学课堂气氛，引导学生参与进经典阅读当中

在汉语言文学的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多方面的

资源与条件为学生创设教学的情境，让其真正的投入到阅读活动

之中。

创设情境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视频、歌曲、图片等内容都

是极为有效的手段。以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散文阅读教学

为例，教师便是利用现代化的设别，投影仪，为学生将月光下的

荷塘景色映照在班级之中，给予学生一定的视觉冲击。大片的荷

叶出水而立，夹杂着荷花的点缀，给予学生一种静谧的感觉。

在讲解文章的时候，教师除了以文章作为重点之外，作者所

生活的背景、创作作品时心境可以作为教学的重点，这对于汉语

言文学阅读教学都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可以融洽课堂的教学气氛，

更是可以让学生主动地、感兴趣地投入到阅读教学活动之中来。

（三）完善课件内容

现代化的阅读教学手段已经离不开教学课件，一个优秀的教

学课件可以减少教师课上的教学任务量。在进行课件制作的过程

中，除了讲解文章内容，还需要为学生去补充一些内容。

例如，比较常见的就是作者的背景故事、字词的鉴赏，作者

的生平经历，爱好等等。以柳永的《雨霖铃》为例，在讲解这部

分内容时，除了帮助学生赏析文章的辞藻华丽之外，还将作品的

词牌名来历讲解一番，即雨霖铃是唐玄宗在祭奠杨贵妃时所做。

又将作者的背景介绍一下，柳永又称柳三变，婉约派此人的代表

之一，他所创作的词大多是描写艳俗的社会为主，这和他的个性

特点有关。

柳三变怀才不遇，后来逐渐放松自己，利用艳俗的都市来放

纵内心的不满，但是这仍然无法掩盖他的才华。他所写的诗词都

是辞藻华丽至极，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虽然说丰富的课件内容

对于汉语言文学阅读教学来讲有着极大的帮助，但是对于教师课

下的任务量以及专业水平要求较高，如何在有效的课上时间将准

备的资料全部传授给学生，这十分考验教师对于课堂教学节奏的

把控程度。

（四）开展汉语言文学阅读比赛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想要调动起学生在文学阅读方面的积极

主动性，可以通过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来进行，比如说“诗歌散

文朗诵大赛”，学生通过比赛的形式，在比赛过程中使自己的阅

读量得到提升，有着更加丰富的知识面，最终实现对文学素养的

提高。

老师也可以通过对学生的引导，让学生广泛阅读文学经典，

了解文化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为学生整理出一些必读的文学经典

目录，让学生掌握文学经典的精髓，陶冶思想情操，能够正确的

辨别生活中的善恶，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五、结语

当前有很多学生对于文学经典有着较为片面的认识，认为其

晦涩难懂，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教师要善于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优势促进汉语言文学阅读教学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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