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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提升人文素养的途径
张慧莉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眉山 620010）

摘要：在新时期现代化社会发展背景下，各个院校逐渐意识

到开展素质教育教学的重要性，其中高职院校开展的中国现代文

学课程不仅能够传授学生人文知识，还能有效培养他们的文学涵

养，是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各个阶段的学生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很多学生的人文素养

薄弱，基于此，高职院校教师在开展该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时

应深入研究教材，并深入挖掘课文中所蕴含的人文知识、人文精

神等其他人文元素，教师应对其进行补充和说明，从而为学生营

造出良好的人文学习环境，鼓励他们弘扬和传承人文精神。本文

简要分析当前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并阐述在中国现代文学课

程与人文素养的关联性，最后提出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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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互联网技术得到空前

发展，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但高职院校学生所面

临的学习、就业的压力也在增加，一些心理承受能力弱的学生会

丧失信心，甚至患有心理疾病。为缓解学生压力、构建健康和谐

的校园，高职院校的任课教师应学习和借鉴其他院校的有效措施，

结合专业课程来开展素质教学。

中国现代化文学课程蕴含有丰富的文学元素，有着重要的育

人价值，该课程教师应充分利用其特点来完成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的教学重任，并在日常教学中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品性，在

循环渐进思想教学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心理素质，以积极乐

观的心态走向社会。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与人文素养的关联性

为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各个院校正

在积极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教学，并且中国现代化文学课程有着天

然优势。

大部分文学作品具有人性特征：

其一，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是人，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不经意地

融入自我的思想，并剖析人们的心理变化进行。此外，文学史不

仅囊括了社会风俗习惯与发展史，还记录了人们思想开化、心理

变化的过程。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文素质可以归纳为一种精神，

寄托着创作者的情感和精神，创作者一般对以现实为原型，对其

进行创作和加工。

其二，文学作品的接收者还是人，人们在深入阅读时能够与

作者或是虚构的人物进行情感交流，创作者所构想的人物与场景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读者。高职院校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

一门极具人文色彩的综合性学科，有着强大的育人价值，但随着

信息时代的到来，学生面临着多元化信息的冲击，其思想观念容

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学生越来越喜欢阅读和探讨西方文学，

不够重视国内文学。

为此，高职院校教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应对其进行深

入研究，并大胆采用新颖、有效的教学方式，在实践教学中搭建

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平台，进而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中所包含的真正价值。

二、当前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缺失的现状分析

在新课改进程的不断推进下，各个院校都在努力构建素质教

育体系，其中高职院校也担负着培养社会岗位需求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的教学重任，除了要重视基础知识与实践技能方面的教学

工作，还应积极开展人文教育。

高职院校在制定文科教学目标时，除了包含技能型教学，还

应将培养学生道德素养和价值观的教学工作纳入目标制定当中。

若是高职院校不重视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便也很难发挥人文教育

的育人价值，为此，教师应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与素质教育

有效融合在一起，为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供基础保障。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发展，其开放性、互动性的优

势逐渐凸显出来，各种信息的传播与获取都在一瞬间，各种负面

信息冲击着学生的精神，还面对着各种外来文化的诱惑，部分学

生产生了随波逐流或是放弃抵抗的情绪，而这一切又反映在了日

常课堂上。

很多高职院校教师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向学生讲述着工匠精神、

理想与信仰、节操与品格，而大部分的学生则是嗤之以鼻，不以

为然，生活仍充满了懒散好闲、追名逐利、心浮气躁的负面情绪。

各种新闻事实都表明了当代学生的人文意识比较浅薄、人文精神

又比较匮乏的现状，高职院校利用好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培养学

生人文素养变得至关重要。

三、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提升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

（一）引导学生掌握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文化知识

第一，高职院校教师在开展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时应制定

合理的教学计划，从而循环渐进地引导学生投入到教学活动中。

教师应先向学生布置预习任务，使得学生通过网络渠道获取作家

生平资料、创作背景以及时代特征，猜想作家创作时的实际场景，

并着重讲解作品的创作风格和精神内涵，比如梁启超受到西方思

想的影响组织并参与了戊戌变法，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著作；基

于国情，想唤醒和改造民众思想对鲁迅现代小说创作有着深刻的

影响，通过这样的讲解方式能够拓宽学生视野，帮助他们构建完

善的人文知识体系。

第二，高职院校教师应深入挖掘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学科特

点，并研究教材中隐藏的元素和内容，并引导学生讨论每篇作品

所包含的时代背景、法律条规、宗教艺术、哲学思想等深层信息，

进而不断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体系，其同一世纪不同时期的文学

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时代特征、审美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学生还应对其进行纵向比较，拓展文学思维。

例如，在讲解《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时，陈独秀创办的《新

青年》开创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陈独秀是在怎样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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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的《新青年》呢？又是以怎样的理念和思想追求者文学变革

呢？为了让学生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把

握中国 20 年代的历史走向、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等具体情况，进

而使得学生能够学习到文章以外的其他人文知识。

此外，教师还应对 20 年代的文学环境进行剖析和讲解，并按

照时间线来讲解 1917-1949 年前后现代化文学的变革路径，从文

学观念变革到文体叙述创新，再到市民通俗文学。对于人文表达

形式的讨论是 20 年代文化界的重要思潮之一，使得高职学生能够

在学习课程的同时了解现代文学发展历程。

（二）深入探讨和挖掘作家身上的人文精神

在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可以透过文学史发展的历程与期间

的各种现象，感受到一代代知识分子与作家的民族情怀，这是他

们人文精神的凝聚，更是努力与奋斗的结果。

正如郁达夫《出奔》中描绘的那样，他的人生与自己的作品

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如果不是抗战时期他选择了反抗之路，这篇

小说也就不会出现，更不会成为一个为人民解放而奋斗、为祖国

复兴而捐躯的英雄了，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当代知识分子肩上的社

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也只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中，才

能体会到那种力量与精神的熏陶，让学生感受人文素养的引领与

弘扬。

此外，在作品分析过程中，学生还可以品味不同的人生境遇，

感受不同角色的内心与情感，并透过作品的精神内核，实现对自

身思想与境界的启发，从而形成更优秀的人生态度，选择更合适

的生存方式。

细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以爱国为核心精神的作品数不胜数，

而在这些课程的学习中，可以实现对当代大学生的情怀引导，实

现人文素养培育的良好效果。

在闻一多先生的《忆菊》中，可以让学生感受那种直抒胸臆

的赞美，体会祖国的伟大与美丽。在郭沫若的《炉中煤》中，通

过反复哼唱的诗句，将热烈的煤比作自身正在燃烧的对祖国的爱。

而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挖掘这些内容，就可以让学生接受感悟

与启发，引导学生建立强烈的自尊心。

文学作品总是围绕生命而展开，而优秀的作品更是表现出对

生命的热爱、关注与赞美，细数我国现代文学经典，也存在大量

的作品在表达对生命的理解，进而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进

一步体会崇高生命意识的价值，从而让学生跟随启发的引领，形

成对生命关注与热爱的重要思想，拥有更加积极且健康的生活态

度。

比如史铁生，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身为

残疾人士，他的世界曾经灰暗、倒塌，几乎要油尽灯枯，但是母

亲却将他从深渊中救了出来，并让他获得了新生，在新的生命绽

放中，他拥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与体会，这也是他在《我与地坛》

中表现出高度生命意识与人格力量的重要因素，文学带他改变了

人生走向，让他从世界的尽头走向了生命的辉煌，而他则借助文

学的笔，告诉后代与来者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进而让学生一步步

体会生命的顽强与抗争精神，将这种深情与意蕴透过文字传递到

学生的心中。

（三）改革与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阅读感受

钱理群先生说过，阅读文学作品应当保持陶冶性情的目的，

以此实现对精神空间的拓展，将心放入作品之中，即可实现与作

者的对话与交流，获得作者以及书中人物的各种情感，而通过这

样的想象，则可以真正体会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空间，领悟作品真

正的含义与价值。

在现代文学作品的教学中，教师同样需要注重推动学生与作

品心灵的碰撞，而在现代媒体设备的支持下，可以进一步帮助学

生营造好的空间环境，辅助学生完成想象。所以教师要把握多媒

体的应用技巧，尤其在讲解经典文学作品时，可以通过播放其同

名影视剧，进而让学生更加直接地投入其中，并产生深度的思想

交流与心灵交互，感受书中人的品格，体会写书人的智慧。

比如《阿 Q 正传》《雷雨》《骆驼祥子》《红高粱》等，这

些作品本身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其影视改编作品也同样经典，

教师在课上可以通过片段剪辑，让学生感受书中的环境氛围，拉

近年代的距离，帮助学生想象真实情境。

而在课下，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阅读整本书籍，并独自欣赏

其文学作品，既可以进一步体会其中传递的思想与情感，又可以

通过对比的方式，探究原著与影视剧之间的异同点。由此真正让

学生从感受与体会中走进文学世界，并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

此外，角色扮演也是教师可以采用的绝佳手段，比如在学习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时，以分角色朗读的方式进行扮演，

通过每个角色的语言描写，即可让学生体会不同人物的阶级特征、

性格特点，进而结合其神态、动作等，分析人物在作品中的意义

与价值，从而体会整部作品表达的中心思想。亦或者在学习汪曾

祺的小说《受戒》时，还可以通过组织课本剧的方式让学生进行

表演，让学生领悟其中的人性美与自然美，体会作者的人生境界，

并由此获得人文素养的塑造与堆叠。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是

教师重要的教学职责，通过作品中的文化知识，可以让学生的视

野更加宽阔，具有高度的思想包容性，通过探讨文学作品与作家

身上的精神，则可以让学生切身感受与领悟生命的价值与含义，

而通过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运用，能够进一步让学生感受到文学

作品中的人文价值与追去，从而真正塑造一颗具有人文意识的内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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