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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学语文教学引进阳光的思考与探索 
◆张  影 

（安徽外国语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  230601） 

 
摘要：在素质教育的大潮中，语文教学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语文教学

的理念亟待创新，传统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

步伐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尤其是当今大学生对语文的学习态度，只局限

于不挂科就行，应付了事，导致很多语文教师迷失了教学方向，愁容满

面，语文教学一片灰暗。本文从给语文教学引进阳光的思考入手，把阳

光和语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运用具有阳光内涵的语文教材，探索语文

教学的阳光化，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塑造大学生

的健康人格和阳光进取的心态，从而为社会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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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语文教学引进阳光的思考 
“为师者，须有精湛的思想。”阳光三月的上午，校园里一

片葱郁，一位教师带着一群孩子拿着书本围坐在一起，时而朗朗
的读书声，时而爽朗的笑声，让人无法想象这是在上课，没有讲
台、没有课桌、没有窗户，有的是明媚的阳光、绿茵茵的草坪、
老师的手舞足蹈、学生的欢声笑语。同样作为老师，引发了我无
限的思考和反思：我们的语文教学是否也可以如此阳光，我们的
教师是否也可以每天带着阳光的笑容，抱着一颗阳光之心，保持
一种阳光的心态，并在教学中潜移默化的感染、影响我们的学生，
使学生形成一种阳光的心理、向上的品德，积极向上、乐观豁达
的人生态度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及文化修养——给大学语文教学
引进阳光的思考。 

二、大学语文教学引进阳光的重要性 
“语文是教育中必修的一门课程，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代表

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以及文化水平。如今，大学语文教育被大学
教师以及学生所忽略，认为语文和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因此，
很多大学生对语文的掌握以及运用能力十分薄弱。” 语文，乃是
母语，是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是学习其余学科的基础，基本的交
流和生活都离不开它，是教育中必修的一门课程。然而，如今的
语文教育现状却令人堪忧：语文教学给老师带来的是迷茫与失
望，给学生带来的枯燥和乏味，老师怕教、学生厌学，教语文、
学语文变成了一件了苦差事。那么，能否让金色的阳光穿透语文
的厚厚乌云，实现语文的阳光呢？笔者把阳光和语文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挖掘大学语文教材中阳光、温暖的内容，让我们的语文
变成温暖的、幸福的、享受的语文。 

（一）温暖语文 
“任何一个客观的东西，如果它是写在文学作品中的，就不

是纯粹的客观自然，而是富有感情的。”  语文教材选取的课文
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有温度、有重量，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
充满感情和哲理的文字，它对学生的人生和生活都有引导和启发
作用。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春天的温暖，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冬天的温暖，“浮云游子意，落
日故人情”是朋友的温暖，《我的母亲》是母亲的温暖，《哭小弟》
是亲人的温暖，《和而不同》是人间的温暖等等，这些文字和课
文都是有温度的，一如阳光的温暖，可以温暖孩子的一生。  

温暖语文充分利用语文教材中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首
诗、每一篇文章进行情感的渗透和文化的传播，发掘文中的真、
善、美，最大程度地发挥真、善、美。让语文教学给人阳光般的
温暖，让阳光洒向教室的每一个角落，让这份温暖融化在每个学
生的心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让孩子们的心里暖意融融，并拥
有一颗爱心、善心、感恩的心，让他们此生都做一个温暖的人，
在生活中让孩子变成爱的天使，将温暖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二）幸福语文 
阳光的语文教学强调以人为本，目中有人，让语文教师和语

文课堂上的学生卸下一切枷锁，摆脱不论是身体的强制还是心灵
的强制，语文教师也不用带着镣铐跳舞，课堂氛围是轻松愉快、
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的。在这种氛围下，学生自然心情愉悦、精
神振奋、情绪激昂，才能变被动的学习为主动的合作、探究并获

得知识，才能放飞想象、自由发挥、畅所欲言，才会形成课堂上
思想的交融和智慧的碰撞。语文教师才能变厌教为乐教，学生才
能可以体验到学习和生活的快乐。教师和学生共同分享语文教育
的快乐，同时获得教与学的幸福。 

其次，阳光的语文教学不仅关注学生的即时幸福，还关注学
生的未来幸福，即终身幸福。“语文教育如果只让学生学会了很
多知识，却不懂得怎么幸福地生活，那就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反
教育、反生命的。”  阳光的语文教学重视对学生的生命教育，
把生命教育、挫折教育贯穿于语文教学中，教会学生如何积极地
面对学习中、生活中的困难，学会克服困难，承受压力。对于语
文教师来说，培养具有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学生，远比培养一个只
会考高分的学生更重要，而且积极心理学和幸福科学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一个人只要有了积极健康的心理、阳光的心态，并以
一种积极的方式生活，把来自挫折的情感痛苦导入正轨，就会有
持久的幸福感。 

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幸福人生，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指数，使学
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语文知识，提高语文素养，收获学
习语文的幸福，这是阳光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学生心情愉悦了，
压力释放了，课堂自然就变成了孩子的乐园、幸福的伊甸园，他
们在合作探究中获得满足、获得成功。同时获得语文学习的乐趣
和成功，真正实现了造福于学生，培养学生幸福人生的理想，无
形当中也提升了语文教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三）享受语文 
语文教材中大多是文质兼美的作品，这些作品意蕴隽永、内

涵丰富：诗歌优美动人，散文短小精悍，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扣
人心弦，徜徉在语文的海洋里，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享受。在语
文中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大自然：“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目
睹了美丽的大好河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见证
了美丽的爱情：“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能体会
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放美，“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的婉约美，“回首幽幽无恨事，丹心一片向未
来”的赤诚和无悔，“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认真和执着……
这些作品都给人的心灵带来享受和震撼。 

语文本身是美的，语文教学也是美丽的：诙谐幽默的语言、
声情并茂的朗读、轻松愉快的气氛，如诗如画，给人以审美的享
受。在这样如诗如画的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师像一团可以燃烧的
熊熊大火，燃起自己的课堂活力和激情，和学生一起欢笑，一起
跳跃，一起享受师生共同拥有的 45 分钟。于学生而言，沐浴着
知识的光辉，嗅着文字的芬芳，慢慢地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忘记
了下课的铃声已经敲响；于语文教师而言，用自己的智慧和青春
把这种美的享受通过美的朗读、美的语言分享给她的孩子们，师
生共同享受阳光的语文教学带来的愉悦和快乐。 

三、大学语文教学引进阳光的内涵 
相对于传统语文教学，阳光的语文教学有三个内涵：语文教

师的阳光化、语文课堂的阳光化、语文课堂上的学生阳光化，即
语文教师幽默、热情、朝气勃发、激情澎湃、富有感染力；语文
课堂民主和谐、乐趣横生、富有生命力；课堂上的学生青春、阳
光、神采飞扬、活力四射。 

（一）语文教师的阳光化 
语文教学以前强调片面的知识教学，教师只站在自己的观点

教学，课堂上很少和学生对话、互动，课下也不和学生沟通、交
流。久而久之，学生认为学习语文是枯燥的、无聊的，不想再学
习语文，教师也逐渐丧失语文教学的激情，循环往复，语文教学
就像一潭死水，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阳光的语文教学重视语文教师的成长和幸福感，重视心理健
康和阳光心态，重视语文教师的创新精神和终身发展，阳光的语
文教师不断创新，就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每一天都不重复，
每一天都是在拥抱新的太阳，充满激情、幽默，情绪高昂，精力
充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坚定教育信念，不断学习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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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自己。 
同时，阳光的语文教学教师时刻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根基，

注重学生价值观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语文教师的阳光，不是来
自于教师节一张贺卡带来的温暖，而是一种肩挑祖国未来的使
命。语文教师应该使用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中国文化中最动人
的故事，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感染学生，让他们品味生活的丰
富多彩和美好的生活体验，树立越来越大的自信，传承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伟大的力量。这既是蕴含在一个语文教师心中的阳光火
种，更是激发语文之美的根源。心里拥有这种阳光，才能让学生
也沐浴在这阳光里并且茁壮成长。”  

（二）语文课堂的阳光化 
于忠生老师认为：“传统课堂的缺点是学生没有说话的权利，

课堂生活大多是在抑郁、封闭中度过，相比传统的课堂，阳光语
文课堂的突出特点是师生关系和谐，学生作为生命活动的主体，
在课堂中充满活力，积极向上，在轻松愉快中学习语文知识，形
成语文能力，陶冶情操，自由成长，实现师生共同健康成长发展
的价值追求。”  

长时间受应试教育的惯性影响，传统课堂的弊端日益明显，
“满堂灌”、“填鸭式”的语文课堂屡见不鲜，“台上昭昭，台下
昏昏”的课堂氛围随处可见。课堂上学生无精打采，气氛沉闷，
如天空阴云密布。学生不敢回答，回答错了老师声色俱厉，争辩
几句老师就勃然大怒，甚至出现了“小明滚出去”简单粗暴的做
法。知识对于学生来说，只是冷冰冰的答案和无情的规律，只是
一个个零散的知识点，无法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他们只有接受
的义务没有争辩的权力，只会死记硬背不会举一反三，学生缺乏
基本的知识话语权沦为知识的奴隶，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平等自
由的交流和对话，更不可能产生学习的愉悦和幸福。 

因此，笔者在语文教学中，注重真正的对话，师生间的互动
交流，教学中问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并让大家参与讨论，同
学们不再沉默不语，而是热烈讨论，积极发言，有几个学生讲到
动情之处，禁不住潸然泪下，课堂效果非常好，学生不仅学到了
知识，还对人生有了自己的感悟。 

阳光的语文教学课堂似一道曙光穿过传统课堂的重重阴霾，
是民主的、自由的、开放的、充满阳光的。阳光的语文教学把话
语权交给学生，把每一个学生都视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打破
教师中心主义，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独角戏，更不能让课堂变
为学生思想的屠宰场，不断扼杀学生思想创新意识，真正以学生
为主体，以学生的心灵为起点，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
造性，注重学生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语文课堂。 

（三）语文课堂上学生的阳光化 
据调查，大多数学生都觉得语文课“没意思”、“很无聊”、

“烦死了”，课后根本不再读、不再看，对语文兴味索然。他们
认为，从小学到中学学习语文就是为了考大学，到了大学，所有
学习精力就全部耗尽，已经学够了从此不愿意再碰书本。 

更严重的是这些大学生不仅失去了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热情，
而且丧失了内心的丰富，情感也变得冷漠、自私，不知道如何回
报社会、学校、父母，不了解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很多学生变得

麻木不仁，冷血无情，不再为祥林嫂的孩子被狼叼走而伤心难过，
不再为孔乙己的遭遇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再为“我”的母
亲给“我”生命的教育而感动落泪。认为那毕竟是文学作品，真
实性有待考究，可即使是虚构的，也会触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
方，而不会抹杀本该有的纯洁、善良的本性和人世间的人情味。
还有些学生的文章里充斥着凶杀、报复、欺骗、三角恋等灰暗的
词语，在她们这个花一样的年龄，天真烂漫的年纪，本该纯真的
年代，像花一样绽放，简单而快乐，却在这最阳光的年龄看不到
阳光，而且承受不了挫折、困难和压力，只会逃避、抱怨和堕落，
甚至父母、老师批评了几句就有跳楼自杀的极端心理，抗压力和
耐挫力很差。 

阳光的语文教学致力于培养阳光、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
以大学生的心灵为出发点，追求真善美，注重培养孩子健全的人
格，积极乐观、阳光向上的阳光心态和阳光思维，增加孩子的耐
挫力和抗压力，注重孩子的心灵成长和终身幸福，注重培养孩子
的综合素质和文化修养。语文教师用善良、正义、平等、自由、
民主、宽容、博爱等富含真善美的甘露来滋养孩子们的心灵，如
同冬日的暖阳，温暖着每一个孩子；深怀一颗感恩之心、仁爱之
心、慈善之心、怜悯之心、宽容之心来影响、感动、感化学生，
让它们在学生心灵的底片上留下真善美的影子。 

四、结语 
给语文教学引进阳光是我国高等教育观念转变的具体体现，

这样的语文教学是幸福的、温暖的、享受的语文。阳光的语文教
学从教师的幸福指数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出发，着眼于阳光语文
教师和阳光大学生的塑造，强调了关注语文的人文性，注重孩子
阳光心态的培养和心灵的陶冶净化，真正实现语文的终身学习，
实现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文化修养的提升，也给当代语
文教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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