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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实施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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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平台。高职院校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不断

探索创新，不断推进经典背诵工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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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cal read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inheri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quality.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e experienc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 constantly explore and

innovate, constantly promote the classic recitation work,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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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

注文化、修养、素质等人文学科。特别是 2000年后，中国古

典文化的受众有了很大的提高。然后，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全面

复兴的提议，经典阅读活动随处可见，对经典的探索和创新随

处可见，中国古典文化瞬间“活”了起来。人们追求更加丰富

多彩的精神食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与创

新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转型与创新发展。在创新

发展的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有效提高学

生阅读水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职院校教育管理者

与大学生共同思考的问题。

1 高职院校推进经典诵读的意义

1.1经典诵读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

“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这是教育部、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倡导和推广中国古典诗词散文诵读

活动的最终目标。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对经典阅读与弘扬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认知存在误区。2014年访问塔吉

克斯坦时，他在 10000米高空的专机上接受记者采访。古诗词

经典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成为我们的基因。那些我们现

在一说话就突然出现的事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被记录下来

了。语文课要学习古诗词经典，继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引导学生认识到经典诵读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对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建设民族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

1.2经典诵读是提高学生道德素养的重要方式

几千年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著名的经典灵感来

培养自己的道德和天性。在背诵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思想、

情感、文化、审美等方面优秀诗歌的影响，在背诵中提高自己

的审美情趣、文化情趣和思想修养。优秀的中国古典诗词蕴含

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诵读对培养学生的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具有积极意义。与经典同行，与

圣人交朋友，净化心灵，在诵读中提升道德境界。

1.3经典诵读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叶圣陶先生曾经指出：“有很多地区，小学里读读语文课

本还是一字一拍的，这根本不成语言了。中学里也往往不注意

读，随口念一遍，就算是读了，发音不讲究，语调不揣摩，更

不用说表出逻辑关系，传出神情意态了。这是不能容忍的。”

朗诵不仅是一种活动，更是一门高雅的综合艺术，运用语言、

音乐、表演等多种表现手段。它要求读者的声音和言语要准确

清晰，表达要充分到位，声调和语调要恰当鲜明，表达和动作

要大方得体，音乐选择要自然和谐。可见，一个人的诵读水平

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诵读活动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

重要手段。

2 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现状

2.1解读经典诵读的内容水平还有待提高

诵经蕴含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思想上的大智慧、

科学上的大真理、伦理上的大善良、艺术上的大美。正如一本

入门书一样，《三百千》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一本好的经典读

物必须在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中揭示作者的思想和感受。读者应

该从理解和感受的层面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使之准确、恰当。

因此，在进行更好地阅读和分析之前，必须了解作品的时代背

景和思想内容，探究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目的，努力从体裁、

题材、思想、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整合这些元

素的过程中，认真有效地诠释形成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从

情感态度上解读对这些作品的理解，从而产生内心的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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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正确理解并表现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然而，许多读者

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了解，对作品缺乏正确而深刻的

理解，他们甚至将自己的情感态度强加于作品，整合对作品的

理解，误解作品的原始态度和情感，或未能深入挖掘作品中的

真实态度和情感，将自己的态度和情感强加于作者的作品。这

些结果会导致对经典文化诵读基调的误解和扭曲，从而影响对

经典文化诵读作品核心价值的深刻理解，削弱对经典文化阅读

内涵的正确解读。此外，许多人缺乏专业的语音指导，中国古

典文化的伟大美无法充分展现，有时甚至适得其反，误导读者

体验古典文化的思想和情感，影响审美标准的走向。可见，在

新媒体的视角下，高职院校古典诵读水平亟待提高。在新媒体

的视角下，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现状值得深思。

2.2经典诵读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高职院校更加重视上级对学校的评价、招生情况、

学生就业情况、校园建设、教学设施、课程体系建设、教学质

量评价、教育教学监督等。古典背诵的发展要么依赖于高等教

育部门（通常是教育部门）的支持和推动，要么依靠一些先驱

者自己的力量自发开展活动。在国家层面，经典诵读没有有机

融入大学教育，缺乏科学体系的有力保障，缺乏完善机制的长

期支持，没有制定教学计划，没有形成师资队伍，资金供应相

对不足，覆盖群体非常有限。因此，即使在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时，实际效果也受到很大限制。

2.3经典诵读活动开展不够深入

诵读经典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点亮学生的个性气

场，全面提高学生的素养。然而，目前一些经典诵读活动正在

开展，正如武汉大学教授郭启勇先生所抨击的：“社会上所谓

的‘汉学热’只是一种假热！”具体来说，就是“强调技术表现，

忽视文化内涵；重视课堂教学，忽视课外阅读；强调教师的解

释，忽视学生的感知；强调集体教学，忽视个体自学；强调短

期效应，忽视长期积累”。当前的经典诵读活动存在一些形式

主义。学校和相关教育部门非常重视如何取得成绩并向上级汇

报。检验一件作品质量的最好方法是组织一项活动进行整齐统

一的表演。它不仅可以让学生练习摇摆，甚至翻转他们的手势，

还可以让学生练习做衣服整齐，甚至翻转他们的声音。教师对

经典的内涵没有深入的理解，或者断章取义，变得盲目，盲人

摸象，或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3 高职院校推进经典诵读的实施路径

3.1精心挑选经典诵读的内容

经典诵读内容的设计应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帮助提高学生

的思想素质。经典诵读的选择应有效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培

养、理性精神的培养和处理世界的智慧的传播；弘扬封建文化

和小农意识的糟粕要清除。第二，它有助于促进学生的专业学

习。在诵读经典时，要注意人文与非人文的差异，充分考虑传

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将文化修养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在通才

与专业人才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中国文化有着 5000多年的悠

久历史。许多优秀的诵读材料适合高职院校的古典诵读教学，

包括四书五经、寓言、诗词、戏剧和南戏、白话小说、革命诗

歌和其他中国古典诵读推荐文章。《中庸》、《孟子》、《大

学》、《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系统阐述了古

代儒家的重要哲学思想。通过诵读中国古典经典，学生可以更

深入地了解经典背诵文化，了解古人的灿烂文化和先进智慧。

这些寓言包括《国战方略》中的“画蛇加脚”和左秋明《左传》

中的“二七受虐”等民间典故。它们大多幽默、荒诞、怪诞，

但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可以在细节上提升大学生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诗词歌赋、杂剧南戏、白话小说、革命

诗作等通过思想和题材的变化使高职院校学生了解经典文化，

可以将学生带入思想激昂的文学大背景中，促使学生能体会到

过程与方法、知识与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大

大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学习与创新能力，达到了素

质教育的要求。

3.2加强经典诵读课程建设

经典诵读最好有专门的课程，由专门的教师在专门的时空

内完成，如此才能更好地确保经典诵读的有效性。三个“专门”

形象地指出了课程和师资建设，是保证经典诵读有效性的基本

条件。经典诵读应该作为一项教学科目在高职院校中展开，高

职院校教师应该借助新媒体时代的东风与经典诵读有机结合，

从而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因此，

高职院校应该将经典诵读作为大学课程中的一项必有科目，建

立配套的教学机构和教学资料，确立这一科目的教学活动，使

之正常有序地开展。高职院校应该将经典诵读纳入教学课程之

中，依据素质教育的要求并结合新媒体时代的特征编撰方便教

学、学生接受程度高的经典诵读教材，规定高职院校学生在校

期间通过相关的课程考试，获得相应的学科学分，继而获得学

位证，培养出一批具有与时俱进思想和经典文化素质的学生。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该加大经典诵读的宣传力度，利用高职

院校社团、公众号、微博、万能墙的积极作用，广泛开展经典

诵读的课余活动和比赛，积极宣传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与经典

诵读的必要性和国家重视性，促使高职院校学生能够养成自主

学习经典诵读的习惯，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经典诵读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高职院校可借助新媒体的线上功能，加强经典诵读对

高职院校学生日常生活的渗透，使学生对经典诵读学习成为学

生的日常习惯，丰富高职院校学生课余时间，激励学生自主地

去学习和发掘经典文化诵读活动。

3.3加强经典诵读师资队伍建设

高水平、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是经典诵读领域取得优异成绩

的坚强后盾和有力保证。经典诵读，教师是关键，要加强经典

诵读教师队伍建设，建设高水平、专业化、职业化的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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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应该摆在高职院校加强经典诵读课程建设的首

位。提升教师和学生对经典诵读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传授学生

诵读的正确方法，充分调动学生诵读的主动性。既可有计划选

派教师参加上级有关部门举办的师资培训班进修学习，亦可邀

请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省人民艺术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等专业人士来校讲学、讲座。目前，有效高职院

校教学考评机制，对经典诵读教学活动的考评，尚处散漫状态，

缺少官方统一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诵读经典活动在

大学群体中的开展与发展。建立完善的考评机制，可从根本上

保证经典诵读在高职院校中的重要地位，促进这种诵读活动广

泛开展，不断取得实际效果。

3.4开展丰富多彩的经典诵读活动

在高职的校园文化建设中，主要是建设以高职院校校训为

内容的良好学风和教风，确立一种以高职院校学生为代表的学

习群体，提高个体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经典诵读有着深厚

的历史基础和灿烂的文化成果，在各个方面都能达到独领风骚

的旗帜作用，是高职院校开展文艺汇演、迎新晚会、节日讳言

中不可或缺的校园文化活动之一，也是高职院校实行双百方针

的有力证据。贴近学生的思想生活实际，成立国学经典的研讨

会、传统文化协会等学生社团，构建经典文学场，定期开展经

典诵读活动，扎实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举办相关专题

讲座，探讨诵读方法，提升经典诵读活动立于学术研究的平台。

定期开展诸如经典朗诵比赛、我读经典等演讲比赛、经典诗文

书法大赛、传统文化经典知识竞赛等比赛，营造浓烈的经典诵

读气氛。组织经典诗文诵读团或实践队，有计划地深入企业、

农村和社区，围绕优秀的传统文化，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进一

步感悟经典诗文的魅力。搭建网络交流平台。可在校园网上开

辟国学讲堂和读书论坛等专栏，由文科相关教师负责管理，定

期开展经典导读，为诵读者训练提供切实的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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