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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工具性、人文性和 

思政性三位一体教学实践与探索 

——以桂林理工大学《大学语文》教改改革为例 
杨远义 

（桂林理工大学） 

 

大学语文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基础性课程，在文化传承、价值

引领、品格塑造、人文素质培育、表达沟通能力提升等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2014 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高

等学校统一 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选修课覆盖面”，2016 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 设中国语文课”，2020

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又提出“让所有高校、所有

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

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

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理工科院校人文课程较少，如何发挥好大学语文的综合教学作

用，显得尤为重要，理工科原先的大学语文应该综合考虑，既不是

语文的本色，又突出服务于理工科学生，更要在人文思想和课程思

政上达到育人的目标。文章根据在理工科院校多年的大学语文教学

经验，探讨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工具性、人文和思政性三位一

体教学模式。 

桂林理工大从 2020 年 始，将《大学语文》设置为理工科专业

的必修课。《大学语文》近三年的教学规模分别为 2020 年 3498 人，

2021 年 4010 人，2022 年 4145 人，桂林理工大学根据学校理工科院

校学生特点，紧扣学校“重基础强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定

位，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坚持教学产出导向，凝聚共识，大胆

决策，统筹各领域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面向全体理工科本科生

设大学语文必修课，以文化心，以美育人，培根铸魂，构建了工具

性、人文和思政性三位一体的大学语文课程体系。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面向理工科大学生，教学改革应

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确保教学产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有序展

： 

一是明确大学语文工具性、人文和思政性三位一体的教学综合

职能，不失语文教学的本位，加强人文塑造，挖掘思政功能。 

二是合理构建教材和教学内容，工具、人文和思政主题要明确

和突出，以听说读写等语文训练要落实。 

三是找准学生能力提升的着力点，集中针对语言理解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发现与鉴赏、文化传承与发展、思想政治与

塑造五大着力点。 

四是提升教师能力，明确教学分工，改变教师一讲到底的做法，

综合使用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小组讨论法等教学方法，消除

学生与授课内容之间的疏离感，提高教学成效。 

五是改革考核方式，充分利用考试的杠杆作用，撬动教学功能

实现，加大说写训练及说写能力的考核权重，力促课程教学回归初

心使命。 

桂林理工大学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理论

研究，把握大学语文教学规律，通过总结过去四年的选修课和三年

的必修课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进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瞄准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和学生成长成才的现实需求，成功走出“以

功利主义审视大学语文，以实用主义苛求大学语文”、“割裂大学语

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片面追求人文性功能，淡化工具性功能”、“放

大学语文立德树人本职工作，赋予太多政治功能”三大误区。 

桂林理工大学高度重视突破思维定势，通过召集专家研讨，组

织用人单位、各学院、各职能部门代表座谈，分发问卷等形式，从

人才需求端反观大学语文教学，进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

课程思政基本要求，给予桂林理工大学大学语文三大定位：它是一

门多学科交叉的高深学问；它是一门虚实相间、以无用达有用的课

程；应坚持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强化工具性功能。 

二、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举措 
（一）三维构架，多点融合：教学内容采取专业、人文和思政

三维构架，在课程中结合课程内容挖掘素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道德品质、法律法规意识、传统文化、审美素养 5 个思政目标

落实到教材的七个章节中。完善听说读写训练，助力学生说写能力

进阶提升。为解决理工科院校学生说写能力亟待提升与《大学语文》

课程课时有限的矛盾，在 好《大学语文》必修课（面向理工科学

生）、奠定学生说写基本功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说写选修课程（面向

所有学生），推动理工科院校学生说写水平整体提升。一是 设文化

基础选修课程，如《中国传统文化讲座》《经典导读》，增强学生的

文化底蕴，锻炼学生的辩证思维，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二是

设说写技能选修课程，如《基础写作》《创意写作》《演讲与口才》，

针对性提升学生的说写“实战”能力。 

（二）主题为轴，经典穿插：以文化自信、慎思明辨、家国天

下、真纯人格、洞明世事、礼赞爱情、亲和自然等七个在思政方面

极具概括性和代表性的主题为轴，精选 100 多个经典文学作品，结

合视频和网上教学资料，形成经典教学案例。各单元既相对独立，

承担特定立德树人任务，又一脉相承，共同肩负文化传承、价值引

领、品格塑造等使命。第一单元为“文化自信”，通过文化溯源，引

导学生把握中国文化精髓，树立文化自信；第二单元为“慎思明辨”，

通过社会现象透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第三单元为“家国天下”，

通过剖析人物的家国之思和人生抉择，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第四

单元为“真纯人格”，通过诠释峻洁之士的人生志趣，培养学生的高

洁人格；第五单元为“洞明世事”，透过人物命运看世态人情，培养

学生的批判思维；第六单元为“礼赞爱情”，通过演绎悲欢离合的爱

情，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第七单元为“亲和自然”，通过勾

勒湖光山色及田园美景，引导学生敬畏自然，培养学生恬淡自然的

品格；第八单元为“惟实励新”，引导学生关心现实，培养学生的职

业道德、应用文写作能力。在教学素材选取上，一方面紧扣单元主

题，选取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能够同时满足说写练习和立德树人

需求的经典作品，另一方面扩大覆盖面，增强时代感，尤其是精讲

篇目中现当代作品占比接近 50%。 

（三）延伸课外，注重实践：拓展大学语文“第二课堂”能对

大学语文教学起到重要辅助作用，拓展了国学堂、讲座、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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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比赛等丰富的、极具实践性的课外延伸。打通课上课下，以任

务驱动学生自主学习教学素材。为解决《大学语文》课时少与内容

多、使命重的矛盾，尝试打通课上课下，课堂上侧重教师精讲和高

阶能力提升，课下以任务驱动学生自主学习指定教学素材，丰富文

化底蕴，积累说写素材。学生自主学习教学素材紧扣教学单元主题，

与教师课堂上精讲篇目相辅相成，由教研室协商后给出示范，任课

教师以此为基础适当增减；学生自主学习成效，通过后续说写作业

以及期末阅读理解考试加以检验。 

（四）加强思政，多点融合 

《大学语文》是为理工科院校的本科生而设置的公共必修课。

课程为培养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人文和审美素养，教学

中采取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紧密融合的教学模式。

主要围绕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

的道德品质、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精神、增强审美素养。 

为了实现学生听说读写能力提升、文化传承、学生人文素质提

升等功能，大学语文尝试采用任务驱动法。即将该课程的知识目标、

素质及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德育目标（思政目标）具体化，分散

于教学全过程，以任务驱动学生自主学习、高效学习。课堂上注重

高阶能力提升，在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相关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实

战”练习，重点培养学生的“说”和“写”的能力，课下通过课前

预习题、课前分享、课后作业等环节，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阅读教

学素材，重点培养学生听和读的能力，实现大学语文的文化传承、

审美认知能力提升的功能。 

（五）改革考核，促进成效。 

在多年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探索中，《大学语文》始终坚

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学理念， 终确立立德

树人、说写能力提升两条线索并行的授课体例，确立教学目标任务

化、教学活动有序化的教学思路，确立高标准、重过程、讲实效、

有温度的评价机制，确立教学共同体和说写课程群建设的新路径，

辟素质教育新局面。 

传统的考核 大的缺点是一次性判断，理论性太小，对学生评

价不综合，也不能起到杠杆作用，针对考试的诚信原则、公平原则

和因材施考原则，必须采取能够切实解决诚信漏洞和公平漏洞的因

材施考措施。加强过程考核，加大实践考核。 

首先采取考试作业化。简单的考试让作弊简单，一次性的考试

也让作弊一次性成功。只有将考试作业化，作业日常化，才能真正

做到诚信考试、公平考试，并且切实提高学生的能力。 

其次作业日常化。考试之所以失去其教育评价功能、质量监控

功能和教育调节功能，根本原因就在于闭卷考试的一次性。任何人

的能力不是一次性培养起来的，任何人的水平也不是一次性能检测

出来的。如果作业是一次性的，那也是不能实现教育评价功能、质

量监控功能和教育调节功能，因此必须将作业日常化。 

三、教学案例 
（一）教材和教学内容设置案例 

桂林理工大学大学语文教材的设计，借鉴兄弟院校的大学语文

教材框架，根据本校学生和教师的特点，以主题为轴，经典穿插，

以文化自信、慎思明辨、家国天下、真纯人格、洞明世事、礼赞爱

情、亲和自然等七个极具概括性和代表性的主题为轴，精选 100 多

个经典文学作品，结合视频和网上教学资料，形成经典教学案例。 

教材主题、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构建如图： 

主题 主要教学内容 工具性、人文性和思政性目标 

主题一 

文化自信 

论语节选、老子节选、汉书·艺文志、孟子

节选、庄子节选、中国的品格 

1. 掌握三问的写作方法。 

2.树立文化自信。辩证统一思想，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主题二 

慎思明辨 

礼记·大同、西西弗斯神话、韩非子·说难、

谏逐客书、原道 

1.增强学生口才和论辩能力 

2.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审美素养和工

匠精神 

主题三 

家国天下 

张中丞传后叙、我的世界观、史记·魏公子

列传、汉书·李陵传、柏林之围 

1.诗词创作技巧 

2.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

质 

主题四 

真纯人格 

聊斋志 ·婴宁、贝多芬百年祭、与山巨源

绝交书、饮酒·清晨闻扣门 

1.掌握写人叙事技巧 

2.培养学生的真纯人格，引导学生珍惜生活，端正人生态度。 

主题五 

洞明世事 

枕中记、断魂枪、史记·吴起列传、杜十娘

怒沉百宝箱、红楼梦第五回、了不起的盖茨比 

1.掌握小说创作技巧。 

2.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精神、树立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 

主题六 

礼赞爱情 

长干行其一、伤逝、沈园二首、雁丘词、伊

豆的舞女、 

1. 掌握抒情的文学技巧 

2. 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精神、增强

审美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 

主题七 

亲和自然 

陶渊明田园诗 2 首、江南的冬景、登池上楼、

赤壁赋、瓦尔登湖、归来的温馨 

1.掌握写景抒情的文学技巧。 

2.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人

文精神 

（二）“家国天下”主题教学案例 

桂林理工大学将大学语文第三讲的主题设置为“家国天下”，精

讲课文篇目文《张中丞传后叙》和《又呈吴郎》，自学篇目为《我的

世界观》、《史记·魏公子列传》、《汉书·李陵传》、《让县自明本志

令》、《柏林之围》。 

教学 始先阐述“家国天下”的主题，从古今中外的社会动

乱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对比，阐明国家的安定团结就像空气，拥有时

不感觉到珍贵，失去了才觉得可贵。从而树立学生家国天下之心，

热爱家乡，报效祖国，胸怀天下。 

《张中丞传后叙》的讲述中密切结合语文、人文和思政功能。

在介绍作者韩愈时，突出韩愈的政治上的建树培养学生爱国和奉献

精神，突出韩愈文学上成就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教学过程中吃透作

者的三个写作目的：增补事实、辩诬颂忠、以史鉴今，解析清楚作

者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阐释清楚作者在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正义精

神、爱国精神、历史精神。课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需要，选

择创作文学作品、写鉴赏文章、进行演讲等不同的作业方式、作业

成绩计入 终的考核成绩。 

大学语文的每个主题，都要先集中阐述主题思想，以内化为学

生的思想人文，课中分析主要体现文学思想、文学技巧，然后以作

业的方式，训练学生，转化成学生的实践能力，每次作业都在 终

考核成绩上占一定权重。 

结语 
大学语文肩负文化传承、价值引领、情感及品格塑造、智慧启

迪、人文素质及表达沟通能力、审美认知能力提升等重任。理工科

院校在培养学生技术知识时，一定要加强学生的思想人文教育，这

样才能落实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教育问题。

大学语文是理工科院校里为数不多的人文性质的课程，要充分发挥

好大学语文工具性、人文和思政性三位一体的语文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