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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文精神研究中，注重对人发展的广泛自身关爱，

对人人格尊严和价值的关心，对人发展的精神资本的重

视，对全面发展的理想化人格特质的营造，及其现当代

文学作品中特有的人文精神，这与创作者的时代特征相

关。从人文素质的视角，解剖作品的含义和使用价值，

掌握作者对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在一部作

品的阅读历程中，阅读者用自身的触须去探索作品和作

者的内心深处。在这个环节中，产生见解、观念、内心

撞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浏览与赏析对塑造大学生的人

文素质具备关键功效，其分析有着关键的实际意义。

1　人文素养及现当代文学作品概述

社会发展的进步对优秀人才有了新的规定，对人的

能力和综合素养的需求更为多种多样。除了专业能力，

更要重视人的综合能力，规定大学生具备科学精神和人

文精神，二者可以合理结合。人文的定义非常广泛，关

键指社会生活中的多种状况，包含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等理想。对一些事情和感情固执追求完美的主要表

现，可以简易解释为多样化文化状况中的素养和涵养。

在课程学习中，文学类作品是极具人文素养的，文学类

作品的浏览和赏析是培育和铸就人文素质的有效途径。

人的本性和涵养是文学类作品的品行和含义，也是

文学类作品的意义所属，人文素养的存有，让文学类作

品容光焕发，在作品世界里，它能体现创作者对日常生

活和精神理想的了解，揭露一些社会问题和人的本性。

根据这种精神方面，我们可以窥探人自己的存有与生活

情况，人生的价值、自尊、理想化等，这种精神如同文

学类作品的血一样，使作品在沉淀中具备更难忘的意义

和使用价值。在阅读具备人文情怀的创作时，阅读者的

内心和感情会被开启和感染，这对营造其人格特质，产

生其价值观念、坚定理想信念，产生其精神质量具备关

键实际意义。读者从读书中得到设计灵感，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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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和人文关怀对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影响，文学

作品中描绘的主角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推动人们拥有更

高端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 [1]。

2　阅读视角下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人文素养

2.1 自觉守护家国情怀

思想著作的生命，感情是文学的关键。包含骨肉之

情、故乡情、爱情、友情、乡情、民族情、家国情等。

它是美与丑、正义与邪恶、高尚与低贱的体现。家国情

是人生最深入最长久的情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

核心理念深入人心，让人耳目一新。爱国主义精神如同

文学夜空中冉冉上升的新秀，引导痛苦的大家从耻辱迈

向获胜。例如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写到：“假如我是

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

击着的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 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将一只鸟的存亡与对土壤的眷念一

概而论，用嘶哑的响声演唱，低沉诚挚的爱国情怀呼之

欲出，勾勒了作家对国家运势的忧虑。

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是 1942 年在日军牢门

下送给中华民族的一首情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

广大的土地”，“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

朗，坚固而蓬勃生春。”诗文是高尚的，诗意是高扬阔大

的。作家根据“残损的手掌”开展想像，使他在自身的

脑海里探索中华民族的地形图，主要表现了作家顽强的

毅力和对中华民族深切的爱。

2.2 关注人的命运

创作者将创作与生活融合构成。例如史铁生在历经

人生艰难困苦的同时，表述了一种完善而充足的理想。

在《我与地坛》中，在地坛这类独特的条件中，大家深

刻领会了人生的意义，了解了运势，体会了存亡。在史

铁生的著作中，身亡被视作一种自然而然的重归，从而

引起对生命的感悟和思索。走入作者读书时的心理状态，

可以感受到作者与妈妈患难与共、相亲相爰的生活印痕。

应对运势的不公平和艰难困苦，他仍然顽强的好好活着。

关心运势的存在的价值，了解人生，阅读者会因为自身

的经过和了解而有不一样的观点。针对绝大部分人而言，

对死亡的害怕会使得大家去寻觅人生的意义，去研究自

身为什么而活。但在探索的历程中，身亡变成难以释怀

的焦虑情绪，“死而无志”，“迫不得已为”。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踊跃发言。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愈来愈

多的作者在艺术创作中探索人生的价值和实际意义。大

家可以在读书中感受到性命的宝贵和自身的明显存有。

读一些励志的句子，令人思索人生，关心人生，爱惜人

生，全面的发展，勇于应对生活和工作上的艰难，认清

艰难，积极主动应对生活。因此，阅读现当代著作是很

有教育意义的 [2]。

2.3 凸显审美意识与人文精神的培养

最先要发掘教学内容自身所包含的审美意义和人文

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应该是审美观认识的宣传者

和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以文学作品为依托，充足发掘教

学内容中蕴涵的艺术美学使用价值和人文精神，解开神

奇的面具，向学生阐释文学类的一切美，如形象美、意

境美、感情美、语言表达技巧，分析人物形象和故事情

节中蕴涵的人文精神，使之与学生的审美观能力与思想

境界相融合，以便实现文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次之，要

摒弃空洞的说教式教学方式。课堂教学上，老师重视语

言表达能力的形象化，竭尽全力用文学语言和栩栩如生

的教育语言向学生传递文学集中蕴涵的人生境界和诗文

中表述的人生感受。第三，勇于挑战困难，大胆挑选课

程内容。在借助内容的同时，老师也需要跳出素材的拘

束，扩宽构思，敢于选择，竭尽全力让课堂教学越来越

理论性和挑战性。如今许多大学生参与“教师资格证

书”、“计算机水平证”、“四六级”、“普通话证”等各种

各样考资格证书，分散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不能

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博采众长。因此，做为文学类课，

要了解学生，要体现出人性化教学，但不可放任自流。

要选用具备审美观趣味性和人文精神的文字，突显课程

内容的艺术性，策划课堂教学的愉快气氛，尽量达到学

生的求知欲和想象力，让他们回归文学类人生境界所蕴

含的生活景象中，让学生在其可以修身养性，提升自己。

2.4 教改途径：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的授课理念与方法

我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文学家和著作的必修课程。

老师不但要在学生大脑中搭建中国文学史知识结构，还

需要正确引导学生赏析长久不衰的文学经典。既是基础

知识课，也是赏析方式课。因而，在教学过程中，老师

要塑造一种“问题意识”，以提问为主导线，正确引导学

生单独进行专业知识的搭建和能力的内化。即在剖析一

部著作时，要围绕文字剧情中最感人至深、最难忘的精

彩片段。从而向外拓展，进而承载审美观趣味性和人文

精神的问题，打动学生学会思考的积极性，勾起学生的

学习热情，塑造学生探索和处理问题的实践能力。

例如讲授《狂人日记》时，由于作者鲁迅是学生了

解的知名当代文学大师，因此不用详说作者的生平事迹

和创作背景。反而是要具体分析狂人的“疯癫的心理状

态”。他为什么疯掉？是真疯或是假疯？为什么要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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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被吃”来写一个疯人的惧怕和惊悚？这种更有

意义的问题不断抛给学生，促进他们从被动技能的上课

方式变为积极的文字探索。自然，在具体运用中，必

须留意的是，精准施策教学方式是一条围绕整个过程

的“主线任务”，并能对其他授课方法起到提纲挈领的

作用。从总体上来讲，在“问题”的主导下，可以应用

“文字精读教学方式”、“文学类主题活动实践活动法”、

“讨论法”等各种方式来进行课程内容教学任务 [3]。

3　培养人文精神的社会价值

3.1 具有自省意识和能力

巴金的《随想录》中诚信、坦诚、严肃认真的思考

精神实质，使巴金的作品做到了文学、观念、人格特质

的顶峰，是这位世纪老人竭尽一生的嘱咐。“唤醒的是人

的良知，肯定的是人的价值”，照应了年代的气势磅礴之

音。《随想录》始终是反封建的精神实质和聪慧，是对

五四时期反封建精神实质的修复、承继和发扬，完成了

人自身的本性观念的重归。在巴金的这部长达50万字符

的小说集中严苛地解剖自己的生命，说“老舍之死使我们

活着的人蒙羞”，多么的敢作敢当；巴金深入抨击封建残

余的农奴观念，积极找寻“人”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

3.2 关注个体与人类的关联性

五四运动拉开了青年人追求独立人格的帷幕，也是

自我认同的进化和再生。郭沬若《女神》以当代自身形

象赞扬宇宙和地球，把眼光看向中国、全球乃至宇宙，

主要表现出关爱全球的深情厚谊。现当代文学发展不得

不关注社会和民生，乃至根据充斥着热情的现代主义和

浪漫派来表示他自身的远大抱负和追求。《白杨礼赞》描

绘了黄土高原地区上不折不挠的白杨，意味着中国抗日

战争中勤快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人民抗争观念，了解

到个人提升与社会发展的关联、人生的意义以及社会责

任，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 [4]。

4　结束语

总的来说，现当代著作早已成为了社会进步的主要

影响能量。他们不会再单单是一门课程内容、一门语言

表达，在其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和吸引力也对读者们的内

心和思想造成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在阅读文章的历

程中，可以感受到创作者的观念、感情、人格特质，感

受到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创作中人文素质的塑造和

培养拥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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