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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中人文素养培养的途径探索
于海军

辽宁科技学院外语系　辽宁　本溪　117000

摘　要：语言体现和传承了文化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因而大学英语的教学也是人文教育的过程。现以《新视野大学英语》教

材为例，从素材收集整理，课堂设计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增进学生

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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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是人类在后天所形成的对社会存在一定价值的

思想修养、习惯、能力、知识等，需要借助教育形式，将人

类优秀的成果通过环境熏陶、知识传授、人类自身实践等进

行转化。大学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语言学科，其蕴含着

极为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肩负着培养品质、传承文化、拓

宽知识等重任。

一、以人文教育培养为主要教学目标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

英语已经逐渐成了当今世界应用范围最为广泛的语言，英语

学习的重要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作为大学英语教师，身上承

担着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重要责任，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

会进入不同领域参与工作，对我国的未来发展建设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因此，大学英语教师在进行知识教学过程中，

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以培养综合素质过硬的英语人

才为主要目标。同时，合格英语人才应该拥有远大理想、高

尚情操、健全人格、社会责任以及探求真理的决心，这些都

属于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元素。而且韩愈先生在《师说》这

一千古名篇中提出了：“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由此

可见，教师身上承担着知识教育以及塑造学生灵魂与思想的

重要责任。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将

培养学生思想道德品质为主要目标展开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入

与渗透，并做到以身作则，将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

出来，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展开对学生的引导，从而使他们

的人文素养在不知不觉间得到有效提高。

二、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审美教育属于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元素，切实做好

人文素质教育能够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引导他

们树立更为光明远大的理想与抱负，增强他们的事物辨别能

力。同时，在大学英语教材当中包含着很多国内外经典英语

文学作品，其中所蕴含的美学价值非常丰富。

首先，艺术领域著名的罗丹大师曾经说过：“美随处可

见，但是我们却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发现美以及欣赏美的能力培养，有意识

地引导学生进行优美词句、段落的发掘，带领他们共同分析

教材当中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他们对文章作者所要表达的思

想感情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给予学生足够的思考、品味以

及欣赏时间。假如学生在每节课堂上都可以发现且欣赏美，

获取美的享受，其必然会产生更大的学习兴趣，收到一举多

得的效果。

其次，审美能力养成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能够鉴赏以及塑

造美。当代大学生因为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环境，所以生活经

验非常匮乏，知识结构也比较单一，缺乏良好的事物辨别能

力。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的盛行，国内学生在道德方面产生

的困惑也越加严重，出现了沉迷于网络的情况，失去了理想

与抱负，难辨美丑，极容易受到他人影响。要想切实转变这

种情况，大学英语教师就应该合理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展开知

识教学，带领学生共同剖析美的本质，以此来让他们对美有

一个更为正确深入的理解和知识，在增强他们鉴赏美及塑造

美能力的同时，使他们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消除他们对未

来发展的恐惧心理，提高他们的是非分辨能力。

三、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创新教学模式

一直以来，由于受到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在

进行知识教学的时候都缺乏对学生探究能力培养的重视，大

学英语教师也不例外。虽然，在最近这些年，社会各界都在

呼吁教学改革，并倡导“以人为本”。但是，到现在为止，在

很多大学英语课堂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依旧是教师，传统

的填鸭式教学依旧大行其道，导致学生缺乏参与学习的主观

能动性，阻碍了他们创造能力的提高。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

最根本原因就是师生对“以人为本”都没有正确认识。顾名

思义，所谓“以人为本”实际上指的就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上，按照他们的个性化特点展开

教学模式优化，提高课堂的趣味性，从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与创造性，为他们的全面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为

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贡献更大的力量。

四、结语

大学英语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实现载体，人文素质教

育作为大学英语教改的重要推动力，需要大学英语教师积极

思考如何整合学生英语学习的需求与大学英语教材中与人文

素质教学相关的部分，使之可以按照主题的形式分类，并有

针对性地为学生提供适中的教学模式。在英语课堂中加强了

人文素质教育，可帮助学生提升综合素质，培养学生跨文化

交际的意识与能力等，同时对教师的教学思维、教学模式的

改革也能起良好的促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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