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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类学生在上文学类通识性课程大都存在听课积极性不高、阅

读兴趣不大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综合运用智慧教学和对分

课堂，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课上课下的教学时间和教学资源，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扩展艺术类学生的文化视野和

人文修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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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播音与主持艺术以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大
都会有各种文学类的通识性课程，力求通过这类课程提高艺术类
学生的文化视野和人文修养，但是，理论性强的文学类课程对与
更注重实践能力艺术学生来说，往往存在课堂上听课积极性不
高，课后阅读兴趣不足的问题。如何让给艺术类的学生上好文学
类课程，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借鉴混合式教学、对分课堂等教学方
法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一种基于线上使用超星泛雅学习通+对
分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课上课下的教学
时间和教学资源，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点和自觉性。 

一、线上线下结合提高学习效率 
通过多年对上《外国文学》这门课程的同学的调查发现，学

生大多对外国文学的作家作品感到非常陌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
人名、地名及大段的场景描写感到不适应，进而不愿意阅读，排
斥阅读。超星学习通是一款由超星公司推出的学习教育类应用，
该应用能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能够便利连接的移动
学习线上平台。授课老师只要提前录入与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料、
作业等内容，学生就能在线实现课前预习、课后练习、课后讨论
等学习环节。该应用还兼具通知、签到、选人、主题讨论、上传、
下载、问卷等功能，该应用提供的各种数据如电子签到、学生学
习时间等有利于老师节约宝贵的课堂时间，掌握学生的学习情
况，而资料的上传下载、作业自动批阅、主题讨论群等功能则有
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外国文学》学习通线上
平台，通过课前阅读、课堂讲解和课后练习几个环节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自觉性，节约了宝贵的课堂时间。 

（一）课前阅读——加强课前阅读 
首先，需要搜集整理大量在《外国文学》课程中会涉及到的

外国文学作品的 PDF 版电子书，其次，在上课一周前上传下堂
课会涉及到的作品到学习通的资料文件夹中，让学生可以方便快
捷地提前预习课堂上将会讲到的作品，为课堂讲授奠定基础。再
次，在下发文学作品的同时，会根据作品提出 2-3 个与作品及课
堂内容讲授相关的问题，希望学生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问题去
思考。如在希腊神话一节的提问是：请问中国文学最早的神话有
哪些？中国的神话与希腊的神话体现了中西文化怎样的异同；最
后，为了帮助学生克服初读外国文学作品的种种不适应，笔者还
在学习通的讨论群中鼓励和推荐学生去观看由经典改编的电影
电视作品，这样可以极大地减少学生在阅读时的难度。学习通群
内讨论也会激发学生对作品的好奇心，提高外国文学作品对学生
的吸引力。 

（二）课堂讲授——对重要作家作品进行精读细读 
有了课前阅读，课堂上可以请学生分享作品中的精彩段落，

或请学生讲解在阅读中的心得体会。让学生的分享和讲述引起同
学的共鸣，效果好过课堂上教师的满堂灌。同时，在教学中，注
意将文学作品中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与结合学生的分享和体会
进行讲解。如讲到《浮士德》时，引导学生在作品中将自己带入：
如果你是浮士德，你会不会选择和魔鬼签订合约？在讲到英国女
作家群时，把《傲慢与偏见》、《简爱》和《呼啸山庄》女主人公
对婚姻、爱情所持的不同态度及不同结局进行对比，引导学生建
立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姻观。通过在课堂中回答课前发布的问题，
一方面能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拉近学
生与高高在上的外国作家作品的关系，从而激发学生对本门课程
的兴趣。 

（三）课后练习——提高课堂听课积极性 
利用超星学习通的作业库，将各章节的重难点转化为学生

10 分钟以内即能完成的小作业。每一章结束后在学习通上发布
作业，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完成，这一办法不但能强化、学生在
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点；同时将考试成绩纳入平时成绩的办法，能
更好地激发学生课堂上听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对分课堂激发学习兴趣 
复旦大学张树新教授提出的对分课堂”理念：即将课堂分为

讲授（Presentation）、吸收、（Assimilation）和讨论（Discussion）
三个阶段，其核心理念是分配一半课堂时间给教师讲授，另一半
给学生讨论，并把讲授和讨论时间错开。 

由于文学课程讲授需建立在对作品的提前阅读之上，笔者对
“对分课堂”理念稍加改动，将课后自主安排学习的时间提前到
课前进行自主阅读和思考，并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不同的课
堂设计。其一，在学期伊始，就将课程所涉及的每章的重点篇目
公布，让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在每章 2-4 个重点篇目中自由选择，
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要求他们选择重点篇目中的电
影电视片段进行配音；对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则要求他
们选择重点篇目中的片段自行改编，并在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进
行小剧场展示。通过影视剧配音和小剧场展示，既能让学生有平
台展示他们的专业能力（配音与改编），又能让学生在课后的分
组准备中对所重点作品有更深入的准备和了解，同时，把课堂的
时间分给学生，也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鼓励学生
的阅读分享。因为课时原因，能在课堂上涉及到的作家作品十分
有限，而文学类课程主旨不在讲了多少名家名篇，更重要的是培
养学生阅读习惯、开拓人文视野。所以，每次课上会留出 10 分
钟让学生分享非教学篇目的读书心得，通过这种分享，一方面不
仅能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习惯，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另一方面还
能通过分享交流和讨论，激发学生对文学的热情和兴趣。 

三、结论与思考 
在实践中，笔者发现，通过智慧教学和对分课堂，有利于充

分整合线上线下、课上课下的教学时间和教学资源，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兴趣，进而达到扩展艺术类学生的文化视
野和人文修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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