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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度有了极大的提高，对于人才的能力与素质的要求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

学生并不急着走入社会，而是努力进入大学进一步学习、深造。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在专业性方面有着独特

的优势，对于专项型人才的培养做出极大贡献。当前社会除了注重学生的专业技能外，对于他们的综合素

养的要求也很高，学校应该注重文学教育对于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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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教育中对于专业性、实用性的知识关注更

多，从而忽略了文学教育对于学生的影响，造成视野偏窄、

素养较低等情况的出现，从综合素养的角度出发，还是要

注重文学教育的开展。文学不只是用文字的形式为认识这

个世界打开另一扇大门，也在通过文学教育改变着学生的

思想意识。文学教育的作用是积极、显著，但在现在的高

职院校的文学教育中，却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课程的推

进，教育功能也大打折扣，这里就如何有效开展文学教育

展开讨论。 

1  受中小学语文教育影响，对于文学不感兴趣 

文学是一种美的艺术形式，通过文字展示笔者的想法

与看法，文学是不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对话，读者通过

对于文字的阅读了解到作者当时的思想，以及他曾经经历

过的美好或磨难。文学的阅读受年龄、阅历、思维方式等

等多种多样条件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

同的地点阅读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 
文学的最表层之美便是文字美，不同的作者的文字风

格不同，带来的感觉也不同，例如，鲁迅先生的文字带给

人的感觉是“一把刀”，一把可以直插心房的刀，非常犀

利；朱自清先生的文字带给人的感觉是“如沐春风”，不

慌不忙娓娓道来。除文字带来的美感外，还会让陶冶得到

情操、净化得到心灵，在悄然阅读间被某一瞬间触动，碰

撞出思想的火花。但是许多学生不能体会到文学的美，不

能品味阅读带来的享受，根本原因来自于中小学语文课堂

的影响。 
在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中，许多教师把“文学”当做“语

言”。语文学习的重点停留在认识字词、概述中心思想、

采用的形式、深层的含义等等方面，生生把充满美感的文

学欣赏课变成“解剖课”，学生不仅不能感受到文学的魅

力与作用，还会因为教师的深度剖析而觉得索然无味，让

他们把学习语文当做任务，不能有效掌握阅读文学的正确

方法，也不能体会到阅读所带来的影响。当学生眼中的文

学缺乏了趣味，就如同一个妙龄少女受外界刺激变成的痴

傻，着实让人喜欢不起来。 

2  趣味性将是高职院校文学教育改观的重要条件 

在高职院校教育中，要想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改变他们

对于文学的印象、态度，可以从改变学校对于文学教育的

态度、注重人文性和设计充满趣味性的课堂开始。 
2.1  学校要改变对于文学教育的态度 
由于我国的高速发展，需要越来越多技术型人才的同

时，对于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以前中等职业学校所

培养的学生基本就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但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改革，中职院校的学生走出校门就已经落后，为满足

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就业问题，中职院校升级为高职院校，

学生可以在学校继续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 
学生在中专时期对于语文知识的学习，与普通高中的

教学方式与方法没有太多不同。都在从字里行间寻找被赋

予“正义感”“积极性”的价值，让学生觉得语文是一门

又“假”又“空”的学科。学生不能在教师积极引导下感

受文字美、意境美，也不能带领他们深入阅读，感受思想

的碰撞。 
高职的文学教育延续中职教育的特点，在课堂教学

中，许多教师还在把学生当做小孩子，还在逐字逐句的分

析语言和思想，长期存在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心生厌烦，消

极对待文学课堂，不能打起精神来了解文学作品，体会它

的与众不同。所以高职院校的文学教育课堂，要想改变学

生的学习态度，学校与教师必须改变教学理念、教学方式，

想方设法激发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 
2.2  教学目标从文学的工具性转换为人文性 
当前的高职文学教学中，许多教师的教学重点在于语

文知识的工具性上，把教学的目的设定为提升语文技能，

这一理念违背了高职文学教育的目的。文学教育是高职阶

段的基础课，也是一门极具人文精神的课，是针对高职学

生语文素养较低的实际情况而设定，但高职院校却把教学

的重点放到技能的教学中，而忽略关注更多人文性。导致

本可以充满欢声笑语的课堂，变得无趣又觉得心生厌烦。 
高职教师想用文学课堂的教学，来提高学生的语文水

平，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大学生已经有了自控力，

不再需要教师追着、赶着学习知识，而是应该从学生的思

想和意识着手，引导他们对于世界、他人与各种事情有正

确的想法与看法，通过文学作品阅读欣赏，让学生的人文

素质得以提升，人文精神得到培养，总而言之，让教育的

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 
2.3  设计充满趣味性的文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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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的学习重点是多数放到专门课

中，对于文学教育这样的基础课通常不会给予太多关注。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从实际出发，发掘教材内容并结合学生

实际，从他们的兴趣点入手，设计充满趣味性的文学课堂。 
要让学生明白，学好技能课会有助于寻找好工作、发

掘好机会，拥有更丰厚的薪水，使得经济条件更为宽裕。

如果说专业课会帮助我们拥有更优越的经济生活，那文学

课就是为促进我们精神生活的丰裕而存在，一个人的经济

条件再优厚，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同事、亲人、朋友间的关

系，那必将被众多不顺心的事儿所烦恼。 
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困境与苦难，那一点点小的

挫折就会让他们跌入大海，他们的人生就在大海的波涛间

沉浮，再也没有机会站到岸边，也没有心思欣赏“星垂平

野阔，月涌大江流”，也会缺乏“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的豁达。 
教师可以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用充满感染性的语言为

学生描述故事的发展，用情节的跌宕吸引他们沉浸到故事

里，不用教师催促主动发动学习，投入到文学阅读中来。

教师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视频或影片的展现，让

学生通过形象感更强的形式，了解文学作品，理解其中所

包含的思想。 

3  提升文学教育的趣味性的具体方法 

高职院校的文学教育要想得到改变，需要从引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开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论哪一学科，只

要学生产生兴趣他们便会积极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进行

自主探索，掌握更多知识的同时让综合素质获得有效提

升。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创设新型教学方式，提升课

堂趣味性激发学习兴趣，教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在课堂教学中，把有趣故事引入其中 
不论是大人、小孩对于故事都是没有抵抗力的，不同

点在于关注的故事不同。小孩子喜欢纯真的童话故事，中

学生喜欢逻辑性较强推理故事，大学生则关注情节跌宕起

伏、扣人心弦的探险、历史故事。在讲课中，教师可以利

用学生的兴趣点，把课堂内容做阐释时加入故事，让学生

通过听故事了解感兴趣的知识。还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

通过图书馆、互联网等方式阅读更多作品。 
例如，在《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一节内容，

教师可以先问一问学生知道哪些争夺皇位的故事，大学生

拥有一定的阅历，有一些学生对历史知识有比较浓厚的兴

趣，教师可以挑选几位对这方面关注比较多的学生进行回

答，让他们分别讲一讲所了解的帝位之争的故事。学生讲

述的过程不仅是表现自我能力的过程，也是锻炼自信心和

积极性的过程，他们的语言描述会吸引其他学生把注意力

逐渐转移到课堂中来。 
学生讲完后，教师首先要予以学生更多的鼓励，讲述

有误的方面教师要及时做出纠正。之后教师可以播放一些

课前准备，关于比较闻名的皇帝为“上位”所做事情的影

视或文字资料，让学生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有了更真

实的了解，接着再开展本文的学习。 
郑庄公的母亲因生他时难产而差点丧命，所以更喜欢

顺产的弟弟共叔段。郑庄公为获得皇位对母亲和弟弟采取

纵容之法，引发众怒，站在道德制高点，获得这场皇位之

争的胜利。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指鹿为马”“何不食肉

糜”这样的典故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也让学生了解骄

纵不是爱，是“温柔的刀”“裹了糖衣的毒药”最终会贻

笑大方、自取灭亡。 
3.2  合理利用互联网科技，提升学生兴趣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互联网科技以不可阻挡之势，

进驻到工作与生活中。教育也不例外，互联网融入高职课

堂，有利于教师以更为直观、形象的形式，为学生展现文

学作品，感受文学魅力，领悟文学思想，体会作者的初心。 
例如，曹禺先生的《雷雨》这篇话剧，教师可以选择

知名演员演出的影视资料，通过教室内播放的方式，让学

生感受到周朴园专横自私、冷酷又虚伪的性格。了解繁漪

在一场场争斗中妥协的无奈，想突破现有状态而不可得的

困苦。可以了解周家大少爷的善良，以及他的善良中精神

的卑下与懦弱，还可以了解四凤这个天真的少女对于未来

的憧憬，以及希望不再时的绝望。 
被演绎出来的文学作品充满另一种美，学生通过多媒

体更直接的感受文学作品中各个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他们

是生活在被限定了时间的故事中的两家人，每个人的性格

是不相同的，面对事情时的反映与做法又是不同的，给学

生带来的感悟也是不同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感受不同人

物的不同性格，以及这种性格下的选择。大少爷周萍的性

格能不能让他有勇气面对生母以及弟弟妹妹？繁漪能不

能自欺欺人的安然于当下的生活中？鲁侍萍能不能淡然

的面对一子一女相恋的事实？让学生把自己融入到文学

中，进行体会分析，从而对于人性、人生有更多的感识。 

4  结语 

在高等职业院校开展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

必要的。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是国家繁

荣民族富强的希望，只专注于专业技能的培养，不利于学

生职业的持续发展。学校应该积极开展文学教育，以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兴趣

点，从实际出发创设新奇又充满趣味性的教学方式，以提

高他们对于文学教育的热爱，同时注重教育的延伸和引

导，慢慢影响学生提升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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