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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浅析汉语言文学教育创新 
◆赵雨涵  范雪晴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大连  116034） 

 
摘要：汉语言文学作为文学教育的基础，在整个文学教育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但是，从汉语言文学教育现状来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教育

领域相关人士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已经对汉语言

文学教育的现状及对策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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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各行各业发展迅速，对各专业人才

的需求与日俱增。一些大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会更倾向于那些
应用型的学科，汉语言文学的吸引力在逐渐下降。在这种背景下，
汉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受到忽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为汉语言
文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同时汉语言文学
教育也面临挑战。加快推进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创新，促进汉语言
文学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摆在了教育工作者
的面前。在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中，汉语言文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对于培养文艺学优秀人才和语言学优秀人才起着基础性的
教育作用。那么，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一、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汉语言文学教育中依然存在一

定的问题，本文把这些问题归纳为教学过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三个方面：（一）教学过程缺乏互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主要为缺乏互动，与中学教育不同的是，大学教育更
具有学术氛围和人文气息，倡导灵活性、开放性，汉语言文学教
育的现状与中学教育没有太大区别，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没有
中学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多，导致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不足，甚
至一些大学教师并没有给学生发言的机会，汉语言文学课堂的生
动性、趣味性不够。（二）教学内容陈旧。目前，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教材依然是沿袭传统的教材，几十年来，汉语言文学教材几
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其中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成果缺乏一定的创
新，对国际文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提及，很显然，这些陈
旧的教材是与时代快速发展的步伐相脱节的，已经赶不上时代的
发展潮流。使用过于陈旧的汉语言文学教材不利于培养优秀的人
才。另外，汉语言文学教育忽视了当前文学的发展，仅仅专注于
研究历史，体现在课程设置方面也是如此。大多数学校的文学史
课程截至上个世纪末，导致一些大学生对当代国际文学缺乏足够
的认识，对一些新的文学形式流行原因及形成机制缺乏理性的思
考。例如，网络文学，即便是十分严肃的文学作家，在高校中文
系中也缺乏知名度。中文专业的学生更专注于阅读 20 世纪 90 年
代的文学作品，例如，汪国真、席慕蓉的作品，教学内容陈旧，
导致学生缺乏对当今文学流行趋势的了解与思考，始终找不到接
触文学世界的窗口。（三）教学方法缺乏创新。阅读环节是汉语
言文学教育中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教师讲究一定的教学方法。
如果采用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方式，大量的文字资料就会使得教
学过程枯燥乏味。很多汉语言文学教师在上课前要求学生们阅读
名著，学生们往往一遍又一遍、反复地阅读，以致忽视了教师存
在的必要性。 

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创新策略 
上文主要分析了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下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创新策略：
（一）创新教育理念。传统的照本宣科式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
足当前汉语言文学教学需求，这就需要创新教育理念，打破传统
的背课文背知识点的教育方法的弊端，注重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文
学素养。当然，文学素养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需要在日
积月累学习中慢慢沉淀形成，文学素养是区分接受过汉语言文学

教育和未接受过汉语言文学教育人的重要方法。据相关资料表
明，文学素养最初可通过家庭教育完成，当然，由于每一个学生
的家庭背景不同，不可能所有学生都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接受
到文学素养的基础性教育。对于绝大多数的文学专业学生而言，
往往是在步入中学后，才开始接受正规的文学教育。因此，从总
体上来看，这部分学生接受专业教育的时间比较短，因此，他们
的文化底蕴相对薄弱。依据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理念，其所培养的
人才需要具备较强的读写能力及实践应用能力，教师在具体的教
学活动开展中，要把教学理念牢记于心，以教学理念为指导展开
教学活动。（二）创新教学手段。语言文学教学手段的创新过程
中，优势与问题并存，由于汉语言文学本身就具有独特的魅力，
教师只需要引导学生领略其魅力之后，就可以锻炼学生探究汉语
言文学的内涵，这是汉语言文学教学手段创新的优势。汉语言文
学教学手段创新的劣势在于学生在自行阅读大量文字材料的过
程中，必须先把心沉静下来，这对学生的毅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对于缺乏毅力的学生而言，要想长时间完成文字阅读，难免太过
枯燥。教学手段的创新要从脱离书本开始，尽量营造多面立体的
教学氛围，而不能仅局限于课堂教学。通过尝试不同的教学手段，
总结教学经验，打造更加生动有趣的课堂。（三）实践与理论相
结合。由于汉语言文学理论是抽象而难懂的，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要结合实际情况，帮助学生加深对抽象理论的理解，形成更深
刻的记忆，例如，在讲解小说时，首先让学生们掌握作家创作小
说的技巧，充分了解作家的写作风格，在此基础上，进行小说阅
读，将会获得事半功倍的阅读效果。例如，对《零度故事》进行
讲解，让学生们提前对作家的写作技巧有初步的掌握，了解作家
的写作水平，对自己的文学素养有更加直观而清晰的认知，然后
采用分组讨论的方法，让小学生们各抒己见，提高课堂活力。总
之，创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手段和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是创新汉
语言文学教育的主要策略。今后，还需要相关专家学者们从更多
层面展开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与研究。 

结语 
目前，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存在教学过程缺乏互动，教学内

容陈旧，教学方法缺乏创新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教育领域相
关人士给予足够的重视。今后，从创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手段
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等多个方面，提出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创新策
略。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创新提供一定的助
力，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些思路。针对本文论述中存在的不
足之处，还希望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在今后从更多层面展开进一步
的分析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李蕾.学习型社会视野下构建远程教育汉语言文学的创

新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7，12（20）：98-99. 
[2]关雪平.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教学探索与研究

[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25（5）：66-67. 
[3]乔仲良，陈晓红，杨世娟.远程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展

研究性学习的探索[J].高教学刊，2017，12（5）：35-36. 
 
作者简介： 
赵雨涵（1998.8-），女，汉族，籍贯：辽宁省阜新市人，大

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16 级在读本科生，学士学位，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 

范雪晴（1999.11-）女，汉族，籍贯：辽宁省鞍山人，大
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17 级在读本科生，学士学位，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