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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长，对优秀人才的竞争愈发激烈。高职

院校是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一环，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市场的需要培

养正当其用的人才。汉语言文学作为高职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近些年来却屡屡被学校和学生忽视，

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对教学工作也应付了事。改变汉语言文学高职教育乱象，回归教育的本质已刻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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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知识迭代速度

不断加快，实际工作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优良
素质人才的缺口也越来越大。各个企事业单位对人才的追
捧，导致了教育培养机构加大对学生在专业能力上的培养
力度，加之高职院校本身肩负着为社会提供专业技能型人
才的重任，因此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教育偏向应用能力的培
养，而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导致大量学生只会套
模板写文书，却不知如何真正的写出一份语言优美、言辞
精确无误的优秀文书。 

1  问题分析：高职汉语言文学教学为何步履蹒跚 

高职汉语言文学教育已经走过了不短的岁月，相关的
教学实践工作也已日趋成熟，理应是结出硕果的时间。可
实际上，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教育工作现在依旧
处于迷茫状态，教师不知如何教学，学生不知如何学习。
汉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不同，作为一门传统文科性质的课
程，它不仅具有应用型技能的一面，更具有文学性的一面。
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忽视了它的双重性。 

1.1  教学理念陈旧落后 
汉语言文学是兼具应用性和文学性的一门课程，但大

部分学校由于就业压力的影响，在主要的教学工作中往往
以实践应用型的教育为主，忽视了汉语言文学本身的文学
性。大部分学校的教育方式仍然以传统的“填鸭式”灌输
教育为主，忽视学生的实际掌握程度，导致了讲桌上教师
口若悬河、讲桌下学生昏昏欲睡，下课铃一响，学生和老
师挥手再见，这门课就算结束了。师生互相应付，这门课
怎么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呢？ 

1.2  高职院校不重视汉语言文学教育 
高职院校的教学目的就是为社会培养技能性人才，满

足用工市场上用人单位的需求。而且高职院校之间评选的
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就业率。这就导致了高职院校的课程设
置和教学安排都以专业型、应用型课程为主，而学生也在
就业压力的驱使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实用性课程的学
习之上。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将汉语言文学
作为一门选修课程进行教学安排，而非作为一项必修课进
行安排。汉语言文学作为选修课由学生个人根据兴趣爱好
进行选择，而学生碍于就业的压力加之教学观念的陈旧、

无趣，选择的人数又为数不多，导致了教师上课的教学热
情进一步降低，汉语言文学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少，逐渐
沦为高职教育的边缘学科。 

1.3  教学目标模糊不清 
汉语言文学作为一门传统的文科类课程，不同于理科

类的技能性课程，不能通过短期的培训和实践教导来进行
学习，需要进行长期的训练才能掌握汉语言文学的精髓。
而高职类院校自身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定位，势必将迎
合市场的需要，培训市场需要的人才。而汉语言文学本身
学科的特点就决定了它更关注学生本身的文学素养和整
体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这是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表面上的冲突，也是困扰广大汉语言文学教师，导致在教
学过程中难以把握重点和教学目标，教学工作难以为继的
根本原因。此外，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部分高职院校的领
导本身对汉语言专业的学科特点和专业定位不够明确，在
制定培养方案时也没有贴合学科实际，这是汉语言文学教
学目标模糊的另一原因。 

1.4  课程体系设置存在缺陷 
就汉语言文学这一学科来说，要想真正的掌握，必须

要通过设置语文、作文、演讲等内容进行全面的教育。而
在事实上，汉语言文学作为选修课或者必修课的课时本身
是有限的，而汉语言文学本身的课程内容又博大精深，因
此汉语言文学的教师是没有时间也是没有可能去安排这
些必须的教学内容的，这就导致了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本
身的缺失，进而导致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也非常一般。 

1.5  教学方法陈旧 
正确的方法是通往成功的捷径。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

容是有趣的、生动的，可是在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下，
汉语言文学失去了它的活力，变得像老太太的裹脚布——
又臭又长。学生不喜欢上，自然会产生抵触心理，教学的
效果也可想而知。部分教师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上课全凭一
张嘴、照本宣科，至于教授的内容、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以及那些浪漫主义的情怀，在这些教师干巴巴的上课声音
中变成了虚无，一堂课结束，学生什么也没感受到。 

汉语言文学首先是一门文学课，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走
入作者的内心世界，体会作者当时的充沛的情感、独特的
思绪。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多种方法，通过各种手段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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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现这一目标，而实际上的教师大多因循守旧、故步
自封，仅仅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吹自擂，无法激发学
生的想象，无法带领学生与作者产生共情，让汉语言文学
这一充满人文关怀的课变成了冰冷的读课本课。 

2  解决问题：对症下药拯救汉语言文学教学 

2.1  改革教学观念 
教学观念是教师教育理念的体现，也是教师教育思路

的直接指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就有什么样的
教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就有什么样的教学效
果。因此，教学观念的改革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理念忽视了学生的想法和社会
对人才的实际需求。为改变这一现象，学校首先，可以组
织师生平等交流会，让教师和学生在交流会中畅所欲言，
抒发自己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要求和建议，让教师了解学
生对汉语言文学这门课的看法和想要学习的内容，让学生
了解教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理念，以及汉语言文学教育这
门课究竟想教给他们什么；其次，学校可组织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老师去其他学校学习，进行讲座培训，还可以组织
教师深入社会实践一线，亲身实地的了解社会对汉语言文
学教学的要求是什么，对学校的教学内容有什么要求。 

2.2  提高对汉语言文学的重视程度 
要切实改变高职院校的领导、学生、家长对汉语言文

学这门课的原有印象，汉语言文学这门课绝不是可有可无
的一门选修课。它事关学生的成长和综合素质提高，没有
一个基础的文学素养，这些学生们走上社会，进入工作岗
位以后会发现处处受限，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首先，广大汉语言文学教师自身应当重视起来，提高
自身的教学质量，对自己的每一堂课负责；其次，广大高
职院校应当对汉语言文学教学重视起来，要提高对汉语言
文学的教学督导，加强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安排；最后，
广大学生要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重视起来，因为汉语言文
学事关他们以后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人可以不写
作，不写一些基本的文书。 

2.3  明确教学目标 
目标是一切行动的方向和动力，有了目标才有以后的

行动方案。 汉语言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要明确汉语言文学
的教学目标，平衡好文学理论学习与实践文字写作的关
系，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中，既要体
现汉语言文学身为文学学科的特点，也要满足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的定位。教师在制定课程教学方案时要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将汉语言文学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不仅如此，在对学生进行课程考核时也要注意这一
点，在进行考试题目的设置，试卷的编写中既要有理论方
面的试题，也要有具体的实践操作的试题，确保学生通过
课程的学习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技巧。 

2.4  完善课程体系 

完善的课程体系设置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
教学。高职院校应当对当前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置进行改
革，完善汉语言文学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的设置要兼顾全
局性、整体性和科学性，同时也要考虑汉语言专业的学生
和非汉语言专业的学生的不同需求。 

首先，对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应当将汉语
言文学设置为必修课，因为汉语言是以后学生踏入社会安
身立命的基础中的基础，一个连母语都不能正确掌握和运
用的人是无法成为成功人士的。通过必修课的学习，让学
生们掌握最基本的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可以帮助他们在以
后的职业道路上走的更远、更顺利。其次，对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学生来说，要提高汉语言文学的课时量。他们要不
能仅仅做到了解的程度，还要做到一定程度上的精通。在
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里，必然会伴随着各种文字的写作，
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文字编辑、亦或是文案写作策划工
作，良好的文学素养以及优秀的写作技巧都是助力他们攀
登高峰的阶梯。 

2.5  优化教学方法 
汉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不能像其他

的理工科课程一样，由老师带领学生深入一线工厂进行实
践操作，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这门课更注重学生与作
者的交流，与作者的共情，以及去走入作者的内心世界。
因此，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要注重采取多方位的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 

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对教育行业也有很大的冲击，出
现了很多新的教学形式，如慕课、智慧课堂、微课等。面
对这些新的教学形式，汉语言文学的教师们要主动去学
习，去应用这些新形式去进行教学工作，用信息科技为汉
语言文学的教育插上翅膀。万万不可固守成见，盲目迷信
原有的口授式的教学方法，抵触新生事物。 

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应使用这些新科技创设教学场景，
解决以往教教师无法引导学生走入作者的内心世界的弊
端；要营造活泼欢快的教学氛围，消除学生对汉语言文学
的抵触心理；要通过各种手段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
学生的主动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汉语言文学的
学习中来，解决以往的学生学习兴趣低的问题。 

3  结语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它绝不是一门沉闷
无趣的课，相反它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只是需要通过恰当
的方法去激发他的活力，让它重获新生。本文通过对目前
高职院校对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
进而提出种种应对之道，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措施提高汉语
言文学教学工作的教学质量，进而提供学生的综合实力，
为社会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助力祖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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