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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文学教育探讨
胡  月

绥化学院  黑龙江  绥化  152000

摘  要：互联网始于 1969年，直至 20世纪末发展逐渐趋向于成熟，现如今互联网时代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在互

联网 +时代背景下，诸多行业在发展上得到了推进，本文重点研究教育行业在互联网 +背景下的发展趋势，以高校文学为

例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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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文学教育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中国语言文

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类等，中国语言文学

类还有很多分支，如汉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

本文主要针对汉语言文学展开讨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

汉语言在时代不断的更迭之中依然是文化传输的主要导

向，被各个时代定义为不可或缺的教学科目，也是推动

人类进步的动力。

1 高校文学之汉语言文学的认识
汉语言文学课程开设于 19世纪，是我国教育史上最

早开设的文学类专业。随着教育事业不断的发展，汉语

言文学专业如今已占据文坛主要地位乃至核心地位 [1]。

主要负责研究深奥的汉语文化以及语言文学，从小我们

就在接触语文，生活中的交流、写字都与汉语言文学息

息相关。它不仅是学生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也是每一

个中国人需要学习的优秀文化传统，它不仅表现在书本

上，还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商业广告宣传等，都是汉语言文学，包括外国人学习我

国的汉语，也是汉语言文学，甚至于小学生写文章、做

作业也属于汉语言文学。它的涵盖范围广、规模大，对

于国人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学习汉语言文学，不仅

能丰富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还能拓展人们的思维空间，

更能在人际交流中轻松应对各种突发情况。随着我国日

益强大，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与传播的重要性也逐渐有所

体现。

2 互联网 +背景下的高校文学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人们在线上平台活动逐

渐成为一种思潮，在高校也掀起了网络风波。平台的互

动交流软件与学习软件也存在一定的便捷性，如百度浏

览器，高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重难点知识可以通

过百度进行查询，网络平台信息多样性与丰富性给汉语

言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威胁，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在时

代大背景下，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深受网络平台的影响，

传输信息渠道广泛，削减了学生对于文学的探索欲望，

而探索汉语言文化正是这门学科开设的目的所在。这门

文学艺术历经千年传承，在互联网 +的时代下逐渐被削

弱，平台开设的游戏项目、聊天交友软件、浏览器等对

于学生的影响力极大 [2]。网络平台的不良信息对于学生

的健康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加之网络门槛低，网民

素质各有不同，对于网络用于并不完全规范，部分改变

词汇也失去了汉语言的庄重性。同时，网络的多样性对

于学生阅读名著存在一定的影响，学生沉浸在虚拟的网

络世界里，与他人的互动交流也随之减少。传统的汉语

言文学在当代网络思潮的冲击下，其内涵文化价值不再

深受人们的重视，对于投入的研究也越来越少。但在互

联网 +的时代下，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可借用网络丰富的资源展开学生对于汉语言文

学的教育。例如网络平台兴起的新词“毛线”“杠精”

等词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部分音译外来词的拓展促进

了汉语言的创新与发展。但是网络流行词并不全是正面

影响，部分负面影响的词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例如前段

时期兴起的“蓝瘦、香菇”，就是难受、想哭的意思，

利用同音梗创造新词，虽然不属于不良词语，但是让人

难以理解。网络平台的多面性对于汉语言有利有弊，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避害就利，充分利用互联网 +平

台来学习并发扬我国传统文化。

3 结合互联网 +和发展高校文学
3.1互联网 +与课堂相结合
课堂是高校学生在线下接受教育的主要学习基地，

高校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合理利用网络资源，结合实

际情况对学生进行施教。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备课，

以 PPT的形式展示，将文学内容进行布局划分，促进学

生更有效的汲取知识点；教师可以在网络平台挖掘与知

识点相关的教学资源，将其运用到教学中，引起思想共鸣，

通过知识点的相似性引起学生的求知欲，达到教学目的；

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欣赏古今中外名著，不走进图书馆

就可以看到文学藏书，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对于文学

改编版的电影也可以观看，辅助对时代背景的理解。例

如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通过电影的形式展示出来，

使原著读者可以更清晰的看透作品的内涵价值，以及每

一个人物形象，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当代社会的映射 [3]。

让我们走进文学，更好的接收传统文化带来的品质阅读

和价值阅读。

3.2互联网 +与课外活动相结合
课外活动对于高校学生学习极其重要，不仅能学到

课本以外的知识，还能了解汉语言文学的丰富性。高校

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文学征集活动，学生平时在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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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课外学到的知识，或对于文学名著的评价，或文学名

著读后感，或古现代汉语，或社科阅读需要注意的文学

步骤等，选题不限，客观评价议论为主，将自己的文学

见解通过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对于获奖同学可进行表彰

嘉奖。或通过网络平台欣赏诗歌朗诵，文学阅读等，在

欣赏的过程中寻找自己在阅读上或理解上的误区，并加

以改进，便于和他人在文学上的互动交流。通过在网络

平台上对于课外知识的学习补充，提升自己对于汉语言

文学的理解能力，在不断的学习中，促使汉语言文学在

现代社会得到更有效的传播。

3.3建立网络交流平台
高校在文学教育方面可建立网络交流平台，拓展汉

语言文学的宣传。在高校的论坛上或教育网址及时更新

文学相关内容，或搭建文学教育 APP，或建设高校企业

微信公众号，在平台上投放论述话题，学生可以自主评价，

开展互动交流模式。也可以开设汉语言文学交流论坛，

学生在互动的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也可以交

流文学感想，辅助高校学生更好的投入到汉语言文学知

识的学习中。网络交流平台对于学生学习有一定的积极

性，对于教师教学也提供了便利性，对于汉语言文学的

传播也提供了偌大的平台，并在文学教育上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

3.4开展网络课堂教育
开展网络课堂教育能使无法坐在高校学习的文学爱

好者有一个学习平台，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不局限于学生，

对于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应提供教育平台，传播汉语言

文学的教育理念，让每一个想学习的人都可以了解到传

统文化。随着国家相关部门对于全民文化教育的重视，

各大高校顺应政策均开设了网络课堂教育，对社会人群

展开教导。网络课堂教育不仅能对高校学生展开形而上

的教导，还能利用社会人群的学习启发学生对于汉语言

文学的爱好。网络课堂教育面向不同的人群，也是一种

文化传播形式，作为中国人，有责任、更有义务去学习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部门与高校融合教育方针，

给予各个群体不同的学习空间和教育平台，无论是学生

还是社会文学爱好者，都应将汉语言文学传承下去 [4]。

3.5通过网络集思广益
高校在传播汉语言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可加大网络

平台宣传和教育规模，学生之间可以相互沟通，提出自

己对于汉语言文学发展的见解。平台通过学生的集思广

益制定出最合理的宣传方案，进而促进汉语言文学的发

展。传统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中只有实现创新才能顺应时

代发展，改革是传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领。汉语言文

学历经千年的发展，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应结合

网络资源加大汉语言文学传播力度，也可将网络平台的

集思广益面向其他群体，如国家教育部门、社会文学爱

好者等群体，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时代的进

步规划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方向。高校汉语言文学在网络

发展飞速的今天，应结合线上线下教学，除了对于学生

的文化教育，还应将高校文学艺术发展壮大，弘扬我国

传统且独有的语言文化。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 +时代对于教育领域有一定的影

响，但因网络平台具有多样性，高校在对于汉语言文学

开展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网络有利资源，加大汉

语言传播力度，线上线下结合宣传，夯实高校汉语言文

学教学基础。本文主要分析了互联网 +时代对于高校文

学的优势和弊端，进一步提出了互联网 +时代下高校的

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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