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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言类课程教学改革刍议 
◆刘媛媛 

（河南省永诚职业学院） 

 
摘要：课程结构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产生过不少新的观念、新

的思想、新的体系、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对课程设置与实践起了积极

作用。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在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

课程之间的关系、协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语言

学类课程自身是个结构体，又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讨论

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时，应当注意结构、成分及其

关系。语言、话语、语用意味着“语言学类”，层级、课型、方法意味着

“课程系统”，具有系统性、闭合性、可操作性，可以作为汉语言文学专

业语言学类课程结构建设的参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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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教学课堂上，时常感觉到缺少了点优化的教学过程。
课堂上要么是教师僵化的老一套的词语教学模式，要么是眼花缭
乱的教学形式：比如有的课堂教学形式过于多样化，课堂气氛虽
然热热闹闹，却不见有多少实际可学的内容；有些教师不是引导
学生在学习内容的本身上下功夫，而是过多地依赖多媒体教学手
段，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知识信息输入的内涵。一堂课下来，
黑板上只写寥寥几个字，学生也很少动笔；还有一些教师没有在
钻研教材上下功夫，出现概念偏误，给学生输入错误信息还浑然
不知；甚至有的教师把自己还没有弄懂的问题拿来让学生讨论。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一、汉语言类课程的现状与问题表现 
目前，各高校汉语言类课程的设置基本大同小异，将古代汉

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史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另开设
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等选修课程。为了能
够更客观地了解学生的汉语言类课程学习情况，我们组织了问卷
调查，对象为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文法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3 级
已经系统学习过核心课程的 60 名学生。希望能从学生自身需求
角度出发为我们开展语言类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合理化的意见和
参考。 

从问卷来看，只有 15%的学生对汉语言类课程不太感兴趣，
绝大多数学生很感兴趣或有一定兴趣（很感兴趣 10%，有一定兴
趣 75%），这说明学生普遍对课程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只要在教
学中能更好地将课程的魅力展现出来，会有更多的学生加入到学
习和研究的队伍中。但是，学生对具体学科的喜爱程度表现出了
很大的差异性，81.67%的学生偏爱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
概论、其他科目总计不足五分之一。这一问题的调查表明，教师
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在语言类课程学习方面的兴趣给予多
方面的专业引导，让学生可以更全面地感受到每一门课程的特
色。对是否有必要学习汉语言类课程的调查中，90%的学生认为
十分有必要，这既反映出同学对课程开设的认同，也让我们对后
续的教学改革充满信心和动力。目前汉语言类课程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具体问题主要有四方面。 

（一）课程理论性强，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两个与理论和难度相关的问题，对

于汉语言类课程的难易程度，没有一人认为很容易，1.67%的学
生表示“难得受不了”，56.66%的学生认为“比较难”，两者相加
接近 60%。对于汉语言类课程理论要求程度与中文专业其他课程
的比较，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过于抽象且理论要求比其他课程
高。可以说，理论性强是汉语言类课程与生俱来的特点，而这又
必然引起难度的存在。 

（二）教师单兵作战，课程间内容重合 
目前多数高校对汉语言类课程的教学一般来说都是一位教

师负责一两门课程的讲授任务，比如就四门核心课程来说，以古
代和现代作为分界线，通常一位教师主讲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
论，而古代汉语和汉语史则由另一位教师负责。从课程内容来说，
如汉字的性质、形体结构、六书理论等内容现代汉语的文字学部
分会重点讲解，同时古代汉语通论部分也会设置文字学专章，汉

语史的绪论部分也会涉及到。修辞部分的“辞格”，古代汉语和
现代汉语都讲；语法方面的“句式”部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
汉语史全都涉及；而语音知识四门核心课程都有相关章节体现，
这种课程内容的重叠和各自为阵势必造成课堂效率的低下和教
学有效课时的浪费。 

（三）教学内容陈旧，实践性薄弱 
语言类课程的讲解离不开各种语料。古代汉语和汉语史由于

学科属性，主要依靠的是五四运动前文献典籍中的语料，这已是
既定事实，无从改变。但现代汉语则不同，不论是学习，亦或是
研究，都必须立足于“活生生”的语料。而就目前情况来看，高
校所使用的教材中多数收录列举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老一代作
家作品，对新生代作家作品甚少涉及，更不用说各种新词语和网
络用语了。这一问题在问卷的反馈中也有所体现。在对课程的学
习应该注重哪些方面的问题中，65%的学生认为应该注重实用性
学习，只有 5%的学生选择知识理论研究，充分暴露了目前汉语
言类课程存在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弊端。与此相关，在调查教师的
教学工作重点时，56.66%的学生认为教师应更注重教学过程中培
养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解决的问题能力。这也是今后我们教学工作
中要面临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难点问题。   

二、汉语言类课程的改革措施 
汉语言类课程的 终目的是通过语言知识的学习，全面提升

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基于调查问卷的反馈及长期的教学实
践，我们认为，改革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 

（一）开展教师团队合作，实现课程教学的模块化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各任课教师单兵作战，选择哪些内容作为

教学主讲篇目更多取决于教师个人对这门课程的把握程度和研
究方向，结果往往造成各相关课程间内容衔接不合理、知识点重
合等问题。通过集体备课，开展团队合作教学，既能 大限度地
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实现教学资源的取长补短，同时也可以很
好地改变汉语言类课程之间严格的课程界限及各自的封闭结构，
减少课程内容重合问题。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以语言学概论为理
论指导，打破时间界限，从史的角度出发，融通现代汉语、古代
汉语和汉语史三门课程，采取模块教学，分为语音、文字、词汇、
语法以及修辞等五大模块，同时选择 擅长每一模块的教师来主
讲。重点是要处理好重叠交叉的知识及协调对接问题。 

（二）更新传统教学内容和手段，实现学科内容的现代化。
在调查问卷中，大多数学生认为我们的教学内容应更注重实用性
和现实性，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改革方向。语言类课程是离不开语
料的，所以在更新教学内容时可以将重点放在语料的选取上，精
选形象生动、与生活紧密相关的教例子，从而使理论的讲授更具
有实用性。像街头广告中的经典和失误语例以及网络用语都可以
作为分析对象。从教学手段来看，以往多仍沿袭传统做法――“一
言堂”或“满堂灌”，虽然多媒体教学兴起后，在某种程度上弥
补了其不足之处，但收效甚微。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
们的汉语言类课程教学也应与时俱进，可以适当引入 MOOC、微
课教学，将课堂打造得有声有色。课后还可以采用蓝墨云班课
APP 实时在线解答学生的疑问，形成一种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总之，充满趣味的富有人文内涵的新课堂将洋溢着人性的光
辉，充满着求知的渴望，流淌着师生间真情的表白，涌动着师生
灵性的互动。课堂也将成为师生生命共同成长的沃土，精神栖息
的理想港湾，成为师生难忘的一次人生际遇。因此，上好汉语言
文学课，成为他们发自内心呼声。虽然笔者还没能很好地实现这
样的教学目标，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只要站在这三尺讲台上，这
就是笔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也应该是我们教师的共同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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