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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一门“万金油”学科，汉语言文学的适应性极强，可

以衍生出如新闻媒体、文秘、记者、运营文案等相关行业，随
着不断的探索与发展，汉语言的发展是稳步前进的，但相关专
业创新性人才仍然较为匮乏。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对创新性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部分学
生因为学习的不够精准，缺乏个性等无法满足要求。本文将从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发展意义以及如何培养创新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1  汉语言文学发展的现状
在传统的教育学习理念下，大多人会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就

业范围窄，可选择性不强且缺乏竞争优势，除去真正对这门学科感
兴趣的学子很多都是被调剂或者只是为了从事教师这一稳定行业而
去“被迫”学习，只顾着掌握现有的知识，导致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较为停滞。同时英语作为世界一大通用语言也不断的充斥着我们的
生活，导致学习精力被分散，从而减少对汉语言的研究，而教育学
习要求大多也只强调对古文言的掌握以及诗篇的记忆背诵，或者是
理解现代文学作者背后的意图，理解写作人的真情实感，固守原来
的教学要求，认为汉语言只需进行学习，从而忽略了对汉语言背后
的理解，忽视了汉语言的创新。

在一些设置汉语言专业的学府中，对汉语言这类专业是比较
强调学术型的教育方式，侧重于书面表达以及语句理解等方面，培
养模式较为陈旧老套，缺乏对人才市场需求的了解，重视教学，没
有进行配套的实际操作，缺乏实践能力，没有更改教学模式，忽略
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导致就业时较为茫然，就业率低也导致学校不
能给予足够的教学资源，从而影响汉语言文学的前进发展。

2  发展汉语言文学创新人才的意义
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汉语言作为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一

大传递载体，是我们自带的无可比拟的优势，全球化为汉语言文
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们需要促使汉语言文化更完美的
绽放，让更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从而了解到我们伟大国家的内
涵。博古通今，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创新
性人才去展现我们的汉语言文化，从而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汉
语言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同步社会发展，不断进行创新，以符
合时代要求，创新也是发展汉语言文化的必要途径，所以我们更
需要培养创新性人才[1]。

3  培养汉语言文学创新性人才的途径
3.1 调整教学体系，更改教学观念
全日制本科为四年，可以将教学重心分为两部分，一方面着

重于基本的专业知识技能，一方面多研发能激发学生创新潜能的
课程，通过必修和选修两类课程进行分配，使课程体系更加多元，
有针对性的去夯实学生创新能力的基础。教师也需要不断提高自
身能力及教育观念，向学生传递创新人才的观念，指引学生参
与创新，营造创新教育的课堂氛围，从而加强学生信心，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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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挑战和机遇。高校作为培养汉语言文学人才的重要基地，更应该思考如何提高他们的创新性，进而激发出汉语言文学新的生命
力，促进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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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创新人才的目标奋斗努力。
3.2 加强实践操作，促进学做结合
在日常专业课进行的同时，学习也需要注重实践课程的开展，

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应用。现在网上有很多可以发表期刊的平
台，学校可以代为联系，进行长期合作，学生发表文章进行实操
的同时还能挣取稿费，对于学生来是非常有益的事情。也可以跟
企业单位进行合作，安排实习，熟悉工作后再进行学习就会更明
确方向，了解社会需求，从而有针对性的创新学习，达到培养创
新人才的目的。

3.3结合媒体设备，增强学习兴趣
当前的大学学习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多媒体设备也是每一个

教室的标准配备，教师可以有效的进行利用，借助网络上的教学
素材，利用音频或视频图片等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按
组进行知识探究，从而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从
而拓宽他们的文学知识面，提高文学修养和知识水平，对汉语言
文学进行更精准的理解分析，从而发展创新汉语言文学。

3.4利用网络工具，搭建交流平台
搭建一个汉语言文学传播平台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在互联

网环境下这是非常简单可以操作的，对汉语言文学感兴趣的人才
们通过平台进行交流，踊跃发言，活跃的输出自己的知识观点，进
行思想碰撞，激发出思维的火花，也可以给予独特新颖的想法一
个实施评价空间，如果可以还能举办论坛活动，邀请教师参与指
导，更直观的了解学习需求，从而提高创新的发展途径，更为有
效的构建课堂。

3.5校企多方合作，增强就业信心
人们都说大学是一个小型社会，高校在培养学生时需要更注

重市场的需求，以学生就业为指导方向，不断拓宽学生就业范围，
以培养综合专业的人才为中心，增强学生的就业信心，让更多对
汉语言感兴趣的人才不会因为担心就业而不敢进行选择，从而导
致错失人才，往往这类人因为具有强烈的兴趣会激发出更多有意
思的点子，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和传播[2]。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的发展空间是广阔的，也是全球化

下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内容，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不断调整
以取得更大成效。教师也需要不断优化课堂，为学生的成长提供
良好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高校教师不停努力，
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优秀学子，以更好的传播中国的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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