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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作品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的比重与选择策略

邓惠艳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　要：经典文学作品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文学价值上，更在于其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通过

阅读和分析经典文学作品，学生可以接触到丰富多样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人生哲理，从而拓宽视野，增强对人类文明

的理解和尊重。本文旨在探讨经典文学作品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及其在教学内容中的比重和选择策略。通过对经典

文学作品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提出合理的比重分配和选择策略，以期为我国大学语文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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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传承

文化、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学

的核心内容，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审美能力和人文

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从经典文学作品在大学

语文教学中的意义、比重及选择策略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1. 经典文学作品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的意义

1.1 传承文化

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哲学、道德、艺术等元素。经典文学作品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如忠诚、勇敢、

智慧、仁爱等。通过学习这些作品，学生可以了解民族精神，

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经典文学作品是历史的见证，反映

了我国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文化艺术等 [1]。通

过学习这些作品，学生可以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增

强民族自豪感。经典文学作品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

造力，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

1.2 培养审美能力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经典文学作品具有培养审美能力

的独特作用，经典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通过学

习这些作品，学生可以掌握文学鉴赏的方法，提高审美鉴

赏能力。经典文学作品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学生通过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提高情感表达

能力 [2]。经典文学作品具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通

过学习这些作品，学生可以陶冶情操，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1.3 提高人文素养

经典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能够激发学

生的审美情感，提高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在阅读过程中，

学生能够学会欣赏文学作品的语言美、形象美和情感美，

从而提升自己的审美情趣。经典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民

族精神，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忠诚勇敢等。通过学习

这些作品，学生可以深入了解民族历史，传承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 [3]。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

往往具有鲜明的人生追求和坚定的人生信仰。学生通过阅

读这些作品，可以学习到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更

好地面对人生中的种种挑战。经典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观念

和行为准则，对学生的道德修养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通

过学习这些作品，学生可以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养成良

好的道德品质。

1.4 锻炼思维能力

经典文学作品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还具有锻炼学生

思维能力的功能。经典文学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和复杂的情节结构，学生在阅读和分析过程中需要运用批

判性思维，对作品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提高自己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往往

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需要学会运用

逻辑思维，分析作品的内在联系，从而提高自己的逻辑思

维能力。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学生具有

启发作用。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借鉴作品中的人物形

象和情节，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经

典文学作品的语言优美、形象生动，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可

以学习到丰富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从而提高自己的语言表

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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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典文学作品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的比重

2.1 比重分配

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经典文学作品的比重应当占

据重要地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约占总教学时数的 50%，

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这些作品不仅代表

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而且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哲学、

文化内涵，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具有重

要意义。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约占总教学时数的 30%，涵盖

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这些作品展现了世界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文化特色，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他

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现当代文学作品约占总教学时数的

20%，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等体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代

社会的风貌，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关注民生，提升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2.2 阶段划分

基础阶段（第 1-4 周）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主，重

点讲解诗词、散文等体裁，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华民族的文

化底蕴，培养阅读欣赏能力。深化阶段（第 5-12 周）在基

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教学范

围，同时引入外国经典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更广阔的文学

领域中提升鉴赏水平。拓展阶段（第 13-16 周）以现当代

文学作品为主，让学生了解当代社会的文化风貌，培养关

注现实、关注民生的意识。同时，鼓励学生自主阅读，提

升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综合应用阶段（第 17-20 周）通

过课堂讨论、写作练习、戏剧表演等形式，让学生将所学

经典文学作品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人

文素养。

3. 经典文学作品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的选择策略

3.1 兼顾时代背景

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选择经典文学作品时，首先

应兼顾时代背景。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文学作品往往反映

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文化特征和价值观念。了解

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题、

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例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应

关注其产生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人生经历。

文学作品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选择作品时，应关

注作品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如地域文化、民族风情等。这

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文学

作品传递着一定的价值观，选择作品时应关注其价值观是

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学

生可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2 关注作品类型

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关注作品类型是选择经典文

学作品的重要策略。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艺术

特色和表现手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学鉴赏

能力。诗歌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美，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想象力、情感表达能力和审美能力。选择诗歌时，可关

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诗人作品。小说是虚构的叙事文

学，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深刻的社会意

义。选择小说时，可关注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

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具有独特的舞台效果和表演形式。

选择戏剧时，可关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戏剧作品。散

文是一种抒情性、哲理性的文学体裁，具有丰富的情感表

达和思想内涵。选择散文时，可关注不同作家、不同题材

的作品。传记是记录人物生平和成就的文学体裁，有助于

学生了解历史人物、学习他们的品质和精神。选择传记时，

可关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历史人物。

3.3 突出地域特色

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突出地域特色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策略旨在让学生深入了解和体会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

历史底蕴以及文学风貌。精选具有地域特色的经典文学作

品。根据各地区的文化特色，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

如《红楼梦》代表江南文化，《水浒传》代表北方文化等。

设置地域文化专题课程。针对某一特定地域，如四川、云

南等，开设专题课程，让学生深入了解该地区的风土人情、

历史变迁和文学成就。组织实地考察活动。安排学生参观

具有地域特色的景点、博物馆等，亲身感受地域文化，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讲座。邀请研究地

域文化的专家学者为学生进行讲座，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3.4 注重作品价值

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中，注重作品价值是培养学生审

美情趣和人文素养的关键。精选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和思想

价值的作品。如《红楼梦》、《呐喊》等，让学生在阅读

中体会到作品的深刻内涵。设置作品价值分析课程。引导

学生从多个角度分析作品的价值，如思想价值、艺术价值、

历史价值等。开展作品比较阅读。将不同时期、不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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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进行比较阅读，让学生了解文学发展的脉络，培养

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评论文章。通过写作，

让学生深入思考作品的价值，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

4. 结束语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经典文学作品的比重与选择策略

至关重要。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够领

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能够培养审美情趣、提高人文

素养。然而，在众多经典作品中，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和

分配比重，成为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应

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兼顾历史与现实、传承与

创新，力求在经典文学作品的海洋中，为学生搭建一座通

往文化殿堂的桥梁。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大学语文

教学将更加丰富多彩，为培养具有时代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的优秀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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