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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路径
洪勇明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大学语文是高等院校中文系面向非中文专业开设的公共课程，旨在重新点燃大学生对汉语言的热爱之情，认知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汲取中华精神的滋养，感受文学世界的魅力，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和人文素养，学会职业所需的实用性文体

的写作。而大学语文教学，为达成以上目标，必须为学生 的语文学习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其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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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语文教学现状解析

（一）课程教学内容单一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较为
单一，在实际课程教学中，仍然只是以理论知识的传导为主，
并没有在文学鉴赏与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相应的教学拓展。例
如在对文章进行讲解时，过于偏重理念的传达，教师的教导
形式也多以课程内文章的框架作为执行基准，这就对学生的
思考能力进行约束。单一化 / 传统化的语文教学内容，并不
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度传播，同时课木上的文字框架也
间接削弱了母语文化的导向作用。此外，大学语文教学内容
多以传统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为主，缺少现代化元素的融入，
这对于当前多元化社会发展态势来讲，教学内容易与社会体
系相脱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体课程的教学质量。
（二）教学方法陈旧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教学方向一般局限于文字、词句
上，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填鸭式、机械化的教导方法，
将令学生形成一种固定的学习思维，在学生的潜意识中，将
把大学语文的学习作为一种定向化需求机制，在等位迁移效
应的影响下，将令大学语文课程与其他的专业课程无异，间
接加大了教学的枯燥性、乏味性，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而影响大学语文课程所应有的教学木质功能的发挥。

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路径

（一）树立“因材施教”的思想

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熏陶，为学生日后从事
的职业提供助力，这是大学语文所承载的任务。但大学语文
教学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所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不同专业
的学生，他们无论是学业需求还是职业需求，都不尽相同 ;
即使是学业和职业需求都相同，但因其性格、兴趣、爱好等
不同，因而在语文学习方面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应
当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层级的学生，对其语文素养、兴趣和
需求等具体情况有所了解，然后，选择不同的教学材料、确
定不同的教学重点进行施教。这种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教学，
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大学语文教学的效能。
（二）秉持“以生为本”的理念

（1）增强“教化”意识。大学生和中学生相比较，虽然
多了一些白由，但是为了学业，为了学分，他们依然在“应
试”的怪圈里挣扎，白主学习、白然成长的环境还有欠缺。
要想让学生在一种宽松、白由的氛围中茁壮成长，就需要教
师在大学语文的课堂上，少一些“禁止”和“不许”，多一些
“指点”和“教化”，让理解、宽容和欣赏充盈在学生学习大

学语文的全过程，使他们学得开心、学得白信。
（2）尊重个性发展。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是“以生为

本”理念的重要体现。它要求教师要对学生的语文基础、兴
趣爱好、人生方向等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以诚恳的态度听取
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以最大的努力满足在大学语文学习方面
的需求，尽力做到教师所教，亦是学生所需，做到教与学的
有机融合。

（3）施真爱于学生。爱是教育之母。爱如甘露，可以滋
润学生的心田、唤醒沉睡的心灵 ; 爱如春风，可以吹开学生
尘封的心窗、消融冰冻的情感之河。可以说，没有爱的教育
是不完整的教育。作为大学语文教师，只有让爱永在心头，
让爱流淌于教学的始终，才能将爱的种了播撒在学生的心田，
进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学生走好白己的人生之路。
（三）尝试“多元创新”的手段

大学语文的教学方式就应该是多样化的，可以尝试让学
生自由组织课堂内容或者是参加课外的实践活动。

比如，在学习《长恨歌》时，可以在正式上课之前先欣
赏歌曲版的《长恨歌》; 也可以让学生试着吟唱诗歌，在这个
过程中，使学生体会诗歌的意蕴，感受诗词别样的美，同时
也能更好地理解诗词的含义。再如，在学习《你是人间四月
天》时，可以让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分角色朗读，把自己的
情感寄托于文本之中 ; 还可截取一些电视剧片段，并让学生
们讨论，自己最喜欢《你是人间四月天》哪个版本中林徽因
的形象，这样让学生可加深对知识点的把握。在线下的教学
中，穿插一些场景学习方式，不仅可以让学生积极投入到学
习中来，同时还能更好地表达自身的真情实感，从而取得良
好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课程改革中，必须以实际问题为出

发点，结合学科特性以及学科在行业发展中所起到的效用，
进行教学方法、教学观念等方面的更新，以此来提高大学语
文课程教学的实效性。此外，承担语文学科学习与教育的载
体，学生与教师之间必须建立“教”与“学”相对接的教育
机制，以发挥出大学语文学科应有的价值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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