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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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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汉语言文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建筑文化，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中融合建筑文化传承

具有一定实际价值，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本文重点基于几个具体的维度分析，探索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

学人才培养融合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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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lent training fusion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heritance has certain practical value, there are certain realistic dilemmas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everal specifi c dimens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 ective way to integrate the inheritance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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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如岚(2018)指出，建筑文化传承与创新离不开高校。

高校要完善相关兼职，建立校企合作模式，建立建筑文化

传承基地，重视“双导师”在建筑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作

用，搭建平台、推出成果以传承与创新建筑文化的精彩，

提升建筑文化的活力[1]。谢荣娥(2020)提出，汉语言专业要

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注重学科的综合交叉学科渗透，拓展

第二课堂，培养人才的专业性、创新性和社会性，使得汉

语言专业人才基础厚、口径宽、素质高、能力强[2]。余克敏

(2018)指出，在推动特色高职教育发展的背景下，建筑文

化传承可以从“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构建课程体系+建设校

园文化+结合数字技术”等[3]。郝思瑾（2017）提出，应用

型汉语言文学要注重专业与文化的融合，在汉语言专业人

才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各种文化教育[4]。已有的文献有从建筑

文化传承与创新进行研究，也有论述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

培养，直接研究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

路径的文献几乎没有。

一、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的实际

价值

近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招生人数规模快速扩大，汉语

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力量很强，

因此，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要注重专业建设与文化建设，

以培养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将建筑文化传承与

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不仅解决专业教育与文化教育

之间脱节的问题，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对于不同文化

的关注度和认同感。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复合型的汉语言

文学人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中融入中国建筑文化，

以突出优秀的建筑文化引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化自

信，注重建筑文化深入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开

展丰富多彩的具有特色的第二课堂活动，不仅能够提升汉

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的实效性，而且能够有效地输出中

国建筑文化[5]。

二、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的现实

困境

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存在诸多的现

实困境，最大的两个困境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资专业构成

较为单一，汉语言专业学生缺乏对于建筑文化传承的兴趣。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资专业构成较为单一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师资的专业构成比较

单一，缺乏具有建筑文化背景的教师，主要是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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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师资，具有深厚的专业根底，但是缺乏对于中国建

筑文化的深入了解，难以有效地给学生传授建筑文化[6]。

（二）汉语言专业学生缺乏对于建筑文化传承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汉语言专业学生认为自己学习好专

业知识就够了，缺乏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度认同，对于建筑

文化的传承根本不感兴趣，有些学生觉得没有必要学习建

筑文化，这是阻碍建筑文化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

程中传承的重大因素。

三、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的具体

维度

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需要考虑具体的

维度，主要从参与主体、教学模式、资源条件等方面来进行。

（一）参与主体

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人才培养融合与专业教师和学

生有重大关系。汉语言专业教师的参与建筑文化传承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力强，则会增强建筑文化传承的主题

性、活动性，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增强建筑文化传

承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目的与活力，同

时，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性很重要。

（二）教学模式

建筑文化传承难以占据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的第一课

堂，但是可以选择第二课堂以社会实践或者社会体验的模

式，鼓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调研中国建筑文化，建筑

文化基地观摩撰写相关的调研报告、学习心得、参观体会

等，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同时，达到

建筑文化传承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的融合。

（三）资源条件

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忽视传统文化教

育，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积累建筑文化

教育资源[7]。而建筑文化传承需要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受限

于资源条件，难以保证建筑文化传承的有效性，也无法将

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有机融合。

四、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的有效

路径

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融合是一项系统

的工程，需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转变教育教学理念与思

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要有一种全新的成人思想，同时，

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建筑文化传承的教学设

计，搭建建筑文化传承和成果推广的平台。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转变教育教学理念与思路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要重视建筑文化传承与汉语言专业

人才培养的融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要注重自身文化素

养的提升，加强对于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能够设计丰

富多彩的关于建筑文化传承的教学活动，具有新的教育教

学理念与思路，能够将建筑文化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

养有效地融合。

（二）汉语言专业的学生要有一种全新的成人思想

汉语言专业的学生要有一种全新的成人思想，不仅需要

学习专业类知识，加强自身专业教育的同时，还需要重视

文化教育，重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加强对于建筑

文化的理解，进而能够在文化输出中能够讲解中国建筑文

化，使得自身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能够具有较强的知识

迁移能力，能够具备较强的文化沟通能力。

（三）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建筑文化传承

的教学设计

传统的汉语言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培养社会所需

要的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要顺应时代变化，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重视传统文化在人才培养过

程中的融合，针对未来在建筑行业就业的学生传授建筑文

化、传播建筑文化，既做到价值塑造，也做到能力提升，

打造特色的建筑文化传承活动，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

的综合素质。

（四）搭建建筑文化传承和成果推广的平台

建筑文化中蕴藏了中国绚丽多姿的文化[8]。在传承和推

广建筑文化的同时，能够助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够理

解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化

自信心。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搭建建筑文化传承和成

果推广的平台，开阔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视野，通过平

台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更好地理解建筑文化。

五、结论

总而言之，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注重建筑文化传承，以传

承中国中华优秀额传统文化，不仅有利于助力实现文化强

国战略，而且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能够主

动适应新时代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要求，更好

地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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