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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韩娜 

（新疆理工学院  新疆阿克苏市温宿县  843100） 

摘要：大学语文是面向非中文专业学生所开设的一门通识课程，具有提升学生语文能力，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本文以新
疆理工学院为例，对该校大学语文的教学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大学语文教学所存在的问题，探索大学语文的教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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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各高校陆续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

程。杨建波在《把大学语文建成一流的课程——湖北省暨武汉地区

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开幕式讲话》中说道“大学语文

是高校仅有的一门凭借以母语为载体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经典，以学

习母语、品味母语、阐释母语为手段，以教化人、丰富人、陶冶人、

升华人为宗旨的课程”。[1]大学语文作为针对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

通识课程，不仅具有提升学生汉语言水平及应用能力的作用，还起

到了传播人文精神、开展道德熏陶与思想教育的功能。 

一、大学语文的教学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大学语文“承载着青年学子不断提升母语素养并成为民

族精神和文化传承者的历史使命”[2]，为兴国运、强民族贡献着一

定的力量。 

（一）本课程的建设发展历程 

新疆理工学院大学语文课程首次开课时间为 2018-2019 学年第

一学期，面向学校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等

专业开设，主要授课对象为少数民族学生，每学期 64 课时，一学

年 128 课时，共 6 学分。本课程使用的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十

三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由陈洪主编的《大学语

文》，每学期选取 16 篇文章进行重点讲解，两学期共讲授 32 篇文

章，其余选文要求学生自学。课程考核方式为开卷考试，课程成绩

由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40%，包

括作业、考勤、课堂表现等，期末卷面成绩占 60%。针对少数民族

学生汉语水平参差不齐，理解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急需提升等问题，大学语文课程主要致力于夯实少数民族学生语文

基础，提高语文水平，在此基础上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文

学鉴赏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同时引导学生

积极思考与表达，并要求学生在上课期间做好笔记，充分理解课文

内容。 

2020 年由于受疫情影响，采取线上授课方式，在中国大学 MOOC

上基于南开大学的大学语文慕课自建新疆理工学院大学语文 SPOC

课程，同时使用慕课堂进行课堂练习，使用钉钉直播进行答疑解惑。

初次使用线上授课方式，受到学生学习习惯及网络等方面的原因的

限制，通过走访调查，学生更倾向于传统课堂。通过座谈会、走访

等方式，大部分学生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在提高表达能力方面作用显

著，部分学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知识面，激发了对文学作品

的阅读兴趣。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始，新疆理工学院大学语文课程进行调整，

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课，授课对象为全校大一新生，学生构成为汉族

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课程总学时为 32 学时，学分为 2 学分，课

程教材不变，结合课时及学情，授课内容由 32 篇文章缩减为 15 篇

文章，选取授课内容时综合考虑文章的经典性和学生的兴趣点，分

别是现代文 7 篇、古文 3 篇、诗歌 5 篇。课程成绩相较以往有所改

动，其中平时成绩占 30%，包括作业、考勤、课堂表现等，期中成

绩占 20%，期末卷面成绩占 50%。大学语文课程的培养目标在提高

学生语文水平的基础上，主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

豪感。在教学过程中，以目标导向为主，通过课前练习、课中讲解、

课后反思夯实学生的语文基础，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同时培养学

生形象思维能力，激发创造性思维。激发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同，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课程内容与资源建设及应用情况 

大学语文课程团队采用集体备课，撰写教案的形式，制作授课

课件和雨课堂练习题课件，雨课堂练习题以客观题为主，主观题为

辅。教学方法主要采取讲授法、讨论法、读书指导法、练习法等。 

自 2021 年秋季学期民汉合班以来，班级内学生的水平差异较

大，大学语文课程授课面临新挑战，既要考虑部分学生汉语基础知

识掌握不牢固的问题，又要兼顾部分学生基础较好，需要拓宽知识

面的问题，授课时难易程度的把握尤为重要。针对这一问题，课程

团队在课堂教学前，首先通过雨课堂发布练习题和讲课任务，了解

学生预习情况及知识盲点。在授课时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结合学生

预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讲授；有时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邀

请学生进行某一知识点地讲解，并及时进行点评；此外结合授课内

容引入时事热点问题，引导全班学生进行讨论交流。课后向学生推

荐中国大学 MOOC 上相关的慕课视频或 B 站名师教学视频，巩固学

习内容，通过课后作业情况反馈学习效果，推荐阅读书目，培养学

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此外，大学语文课程授课注重课程思政元素的

融入，结合授课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情况 

大学语文课程团队具有先进的课程教学理念，注重以学生为中

心，以实现知识和能力培养并重为目标；注重完善课程教学规范，

多次编写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和撰写教案；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通过雨课堂、钉钉群等加强师生交流；丰富课程学习资源，提供教

师课件、慕课视频、名师教学视频等资源供学生学习；采用多元化

的教学评价方法，注重过程性评价，做到客观、公正、合理地反映

学生学习情况。 

（四）课程成绩评定方式 

2021 年秋季学期，大学语文课程考核方式由开卷考试更改为闭

卷考试。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卷面成绩三部分组

成，增加了过程性考核，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中成绩占 20%。

期中成绩根据学生提交的论文或视频等评定，学生可自选角度撰写

不少于 2000 字的课程论文，或拍摄制作不少于 3 分钟的视频，采

取个人独立完成和小组合作完成两种方式，视频内容包括演讲、朗

诵、脱口秀、话剧等，期中成绩由学生自评分数或小组成员互评分

数和教师评定分数综合构成；期末卷面成绩占 50%，考核内容包括

基础知识题目、综合应用题目、非标准答案题目、表达训练题目等。 

（五）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 

根据学生评教结果，大学语文课程团队教师评教分数均为 90

分以上，学生满意度较高。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大部分学生对

大学语文授课内容兴趣较浓厚，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还有部

分学生认为大学语文课程需在提高写作能力方面多下功夫。从学科

建设上来看，大学语文课程被认定为我校校级一流课程，教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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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大赛、自治区诵读大赛均获得优

异成绩。 

二、大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自 2018 年我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设以来，已经有了 4 年的历

程。四年期间，大学语文的授课对象由少数民族学生转变为民汉合

班的学生，教学课时、课程学分都有所改变，教学目标也随之发生

了一定的改变。相较于之前的教学，当前大学语文课程团队面临着

更多的挑战。 

（一）较少的课时与较多的课程内容不匹配 

目前新疆理工学院选用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为授课教材，

此教材分为现代文、古代文、诗歌、西文汉译四个部分共 69 篇文

章。大学语文课程是面向大一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程，课程安排

为一个学期，共 32 学时。仅有的 32 学时，同时要兼顾四个板块的

内容，使得课程授课内容一再缩减。教师的备课篇目虽有所减少，

但仅通过 15 篇文章的讲授，却要达到更高的教学目标，对大学语

文课程团队来说备课要求更高了。 

（二）学生重视度不高，学科成绩偏低 

学生是教学工作的主体，只有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工作才能有

序高效的开展。通过对 2021-2022 学年大学语文课前预习、期中测

试进行分析可知：课前预习方面，学生预习参与率未达到 100%，

客观题的正确率较高，而主观题则有一部分学生正确率较低，或直

接从网络上粘贴答案，更有甚者则直接回答“不会做”。期中测试

方面，学生提交的论文或视频质量并不高，由此可见学生对大学语

文重视度不高。通过走访发现，学生对大学语文教师课堂授课较为

满意，认为教师普遍知识面较广，课堂氛围较为轻松，但同时又认

为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不够密切，且普遍认为专业课程比大学

语文更为重要。2021-2022 学年期末大学语文卷面成平均绩为 60 多

分，成绩偏低。 

（三）未形成充实且有特色的资源库 

经过四轮的授课，大学语文课程团队积累了一定的课件资源和

试题资源，但目前仍旧没有形成充实且具特色的资源库。一是课前

预习的导学案储备试题较少，使得每学期学生所做课前预习试题基

本相同。二是课大学语文课程团队没有对课程思政资源进行梳理总

结，致使课程思政内容较为零散。三是教学所使用视屏内容多为网

上资源，教师并未拍摄相关的微课视频，现有师生拍摄内容仅为部

分朗诵视频，不足以满足教学需求。 

三、大学语文教学对策研究 

作为通识课，大学语文与其他通识类课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如:各学校对通识课的重视度有所不同，通识课往往处于一种边角料

课程的地位。通识课程一般课时量较少，随时有被取消的可能，教

师时常有一种生存危机。学生对通识课不够重视，常常在专业课程

学习中奋笔疾书，在通识课程中放松自我。因此，对大学语文的教

学对策进行探究，有利于提升大学语文的育人效果，有利于增强大

学语文的学科地位，有利于捍卫大学语文的母语教育阵地。 

（一）在教学中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凸显育人效果 

2017 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大学语文课程团队积极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在《讲故事

的人》这篇文章中，教师通过讲解莫言的学习经历和感悟人生的三

个故事使学生体会个人成长，熏陶家国情怀。在讲解《楚辞·渔夫》

时，通过阐释屈原“既放”的原因，使学生体会屈原不与世俗同流

合污、宁死不屈的高尚品质。在讲解《北方》这首诗歌时，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在授课过程中，大学语文课题组能够做到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

素，但在有机融入方面还有所欠缺。如何做到教学中有机融入课程

思政元素关键在教师，教师只有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才能在授课

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才能在充实备课的前提下将思政教育

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除此之外，大学语文课程团队组应对思政

元素进行梳理，形成思政资源库，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资源库。 

（二）在教学中真正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就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机会和小

组相互学习的机会。大学语文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学生心中普遍认为专业

课程比通识课程更为重要，因此大学语文课程团队只有付出比专业

课程教师更多的努力，将课程讲的更加精彩更具有魅力，才能吸引

学生的目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课程教学。其次

大学语文课程相较于专业课程而言课时量较少，如何在较少的课时

中，讲授完课程内容并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自主空间是教师面临的又

一难题。因此，大学语文课程团队不仅要备好课，上好课，还应合

理安排讲课时间，做到将时间留给学生，将课堂交给学生。 

（三）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理工科学生学习大学语文

的兴趣 

新疆理工学院是以理工科为主的普通高等院校，大学语文的授

课学生也多为理工科类学生，如何提高此类学生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是大学语文课程团队教师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

种教学方法对调动学生对大学语文的兴趣、提升学生对大学语文的

重视度有一定的作用。 

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中多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讲授法有利于教

师将知识点讲细致、讲到位，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一定能够接

收教师所讲的内容。因此，新疆理工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团队在授课

过程中，积极探索采取多种教学方法，以期提升学生学习大学语文

的兴趣。 

一、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在 2021-2022 学年，大学语文课程

团队已经使用雨课堂、钉钉群、慕课视频、名师教学视频等现代教

学手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除此之外，还可以尝试更多的现代教

学手段，如微课教学、多校同上一堂课，以此提升学生的兴趣。 

二、加强合作学习，如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完成经典诵读视频

的拍摄，或一篇课文中的角色扮演，或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这样

的小组合作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还可以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 

三、打造趣味课堂，如以增多课前趣味故事，课中趣味游戏、

表演的方式丰富课堂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作为一门通识课程，对于提升学生的语文

能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有着重要的作用。分析大学语文的教学

现状，探索大学语文的教学对策有利于青年一代对我国民族精神和

优秀文化进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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