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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事设计工作的人员在进行平面设计的过

程中，必须要深入探索并巧妙应用“视觉符号”所具备的功

能性作用，并在最大程度上借助设计技巧发挥出这些功能，

创造出优秀且专业的平面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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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

游　珈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汉语言专业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所以在进行汉语言专业学生培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充分发挥

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优势，才能进一步提高应用型的专业文学人才培养效率。所以本文致力于探究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

文学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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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培养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那么不仅仅要

注重对于学生专业技能的强化，同时还要注重对于学生专业

文学素养的强化。就学生在技能和素养这两个方面都能够达

到一定的标准，那么学生才能够称之为具备了一定的汉语言

文学专业核心素养。接下来本文将立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汉

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活动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究如何促进学

生汉语言文学核心能力的提升。

1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现实情况
分析

1.1 对于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培养质量较差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意味着在

开展这一门学科教学活动的时候，就是必须具备多方面的专

业素养，然后才能够带给学生更加综合性的教学。并且通过

细致的教学实践和教学内容分析就不难发现，汉语言文学专

业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也是非常广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和关于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

新闻、历史、哲学、艺术、教育等学科的相关知识；文学修养、

鉴赏文学能力、较强的写作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了解我

国关于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能阅读古

典文献，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

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正确的文艺观点、语言文字

观点和坚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并具有处理古今语言文

字材料的能力、解读和分析古今文学作品的能力、协作能力

和设计实施语文教学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在学生汉语

言文学专业学习过程当中，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学生必须掌握

的能力。但是有些汉语言文学专业地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

时候，却不注重对学生进行综合性学科的教育，只是注重对

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开展教育，对于历史哲学，艺

术教育等方面学科的设计却很少。这非常不利于学生综合专

业能力的培养，从而促进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素养养

成 [1]。

1.2 过度强调学生的专业应用技能培养，忽略了学生的

内在文学素养提升  

所谓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是指学生必须具备

较强的实践性技能，能够满足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的运用条

件。因此，高校在开展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工作的时候，

总 是会倾向于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比如说高校可能会注

重对学生的鉴赏文学能力，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

进行培养，又或者是对学生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等技能进行

培养。但是，学校在培养学生文学专业能力的时候，却忽视

了学生的文学修养，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等方面的养成。可能

在学校眼中看来，对学生进行未来从业可能会运用到的专业

技能培养，才是真正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但事实上，学

生的核心素养内容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学校在

提升学生专业应用技能培养质量的同时，但应当注重学生的

内在文学素养提升。否则最终高校对于学生开展的汉语言文

学专业教学活动，会只停留在技巧教育方面而忽视了学生的

内在充盈。

1.3 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高校在开展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活动的时候，大部分

所采取的教学形式都是在班级内部由教师进行统一的理论

教学。这样的教学方式在现当代的教育改革工作当中似乎已

经不再适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需要学生去进行多方

面的能力训练和思考，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那么学生才能

够在提高知识运用技能的同时，也促进自身内在文学修养的

提升。可是，很多教师一味采取理论化教学的方式，对于学

生的汉语言文学综合素养培育是非常不利的 [2]。

2 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核心能力
培养的策略分析

2.1 注重丰富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内在素

养并重     

在高校进行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活动的时候，

当然会注重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文

学专业本身的特点，同样需要对学生的内在素养进行一定的

教育和提升。所以在开展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活动的时候，

教师要注重丰富课堂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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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促进学生的内在素养提升。就比如说，高校教师可以

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通过多媒体视频演示的方式，向学

生进行某些文艺作品的介绍和讲解。诸如语言学概论、现代

汉语、古代汉语、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中国

文化概论、中国历代文论、古典文献学等等，都需要有所涉

及。同时，教师还可以从不同学者的生平经历方面着手，比

如教师可以播放一些文人墨客的纪录片，如《张爱玲传》；

《百年巨匠》；《先生》；《苏东坡》等等。这些纪录片都

是从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时代背景作为主要切入点，来对某

一类文学流派的相关作品进行讲解和介绍。通过这种纪录片

观看的形式，学生能够在文学专业学习的过程当中，同时接

触到人文历史、文学流派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增强学生的内

在素养具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纪录片当中的解说词，也具

备一定的艺术审美技巧性，所以学生在进行进入评论看的过

程当中，同样也能够获得一定的专业技能提高。所以教师在

开展这一学科教学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重丰富教学模式，

以更加丰富的形式来进行知识呈现，学生专业技能和内在素

养并重。

2.2 注重增强学科教学的综合性

前文当中已经分析过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一门学科是具

备较强综合性的，并且要求学生掌握的能力也是多种多样

的。因此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同样需要注重学科教

学的综合性，要能够杂糅不同学科的主要知识和重点，来进

行汉语言文学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可以

结合现代的新闻热点事件来进行这一专业的教学活动。让学

生通过现代化的视角来剖析现代的一些新闻热点事件，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涉及新闻学的部分知识，并且，这一些现当

代的新闻和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学生在经过这方面的

专业训练之后，事实上在新闻评论等方面的技能也能够得到

相应的提高。除此之外，教师在进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活

动的时候，同样也可以融入少部分的教育学知识来开展教学

活动。例如，就是在这样像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活动的时候，

可以和学生开展一些教育学问题的探讨活动。让学生在沟通

交流和与教师的思维碰撞过程当中，掌握一些有用的教育

学方面的知识。总之尽可能多地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

活动当中，涉及多种学科和多个领域，那么才能够真正提高

这一学科的综合性。学生综合性能力的培养达到了一定的标

准，那么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和综合素养才能够

得到相应的提升 [3]。

2.3 注重学生内在素养的提高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不仅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实

践能力和相关的专业技能。只是学生的内在素养要求也是非

常高的。学生必须具备超高的内在素养，才能在各种文学艺

术作品欣赏的过程当中，能够以专业化的视角来进行鉴别。

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地教师在针对学生开展教学活动的时

候，同样需要注重学生内在素养的提高。学生内在素养的提

升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需要教师在教学活动当中进

行多方积累。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大型的文学作品

创作活动，通过现场评选的形式来选拔出学生的优秀作品，

优胜学生的作品进行艺术化的评论。就比如说学生在创作了

某一类艺术作品之后，教师可以对这名学生的艺术作品进行

诗集撰写，然后进行诗集的配乐朗诵。通过这样的方式，就

是能够以更加多样化的视角来衡量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能

力，帮助学生在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过程当中，以

更加丰富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的艺术作品创作。久而久之对于

学生的内在素养提高也是具有一定帮助的。

3 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校进行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

养的过程当中，既需要注重学生的汉语言应用技能专业的提

升，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内在素养的提高。要做到内外兼修，

才能够真正实现学生汉语言文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所以高校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丰富知

识的呈现形式，以更加艺术化的方式来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

递。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教学的综合

性，尽可能地涉及更多的学科，让学生掌握多门学科的相关

知识，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汉语言专业核心能力。另外，

文学作品的创作类实践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让学生以

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创作形式来进行自身专业技能的训练，

并且在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受到各种形式的鼓励，那么学生

才能够始终保持自身的风格，不断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只

有教师在开展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活动当中能够做到以上

这些，那么才能够促进学生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素养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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