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高教之窗　5　2021 37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大语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语文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吴光德

贵州人民武装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大学语文课程是每个学生必须学习的重要课程，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然而经过网络调查研究发现，近些年大学语文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教师的教学方式和中学时期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

区别，导致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不能积极配合教师进行学习，影响了语文课程的学习质量。因此，为了提升学生的课堂学

习效率，将大学语文课程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教师应积极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基于“大语文教育”视域下

开展高校语文的教学改革，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促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中，增强自身的语文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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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社会的迅速发展，大语文行业应运而生。

现阶段我国语文教学以促进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提升学

生阅读思维水平、落实语文核心素养为核心目标，语文教

学被委以阅读教学重任。基于此，本文将探索在当前以大

语文视域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其教学过程中的优劣层面，

进一步探究阅读教学，为提高现代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阅

读教学建议，以期将理论更好地运用于教学的实践当中，

如何更好地开展大学语文课程的思政改革，以达到让语文

学科更好地发挥塑造大学生正确思想观念和高尚道德品质

的功能。

一、大语文概念的界定

1992 年，张孝纯和张国生在《一条广阔的语文教改之

路》中首次提出了大语文教学的概念，即以课堂教学为轴心，

向学生生活的各大领域开拓、延伸，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

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将语文

教学和全面育人连接起来。大语文概念的提出，冲破了以往

的传统教学模式，是把学生从固化的语文教学解放出来的良

好契机。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大语文教

学呈现出学科范围的外延扩大、学科的内涵加深的特点。随

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语文学科从注重汉语教育转向侧重

文学教育，学科范围涉及面逐步外扩，且更关注语文学科四

大核心素养。在此背景下，大语文行业应运而生。大语文行

业角度的语文教学更加注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重视培养

学生对阅读文本的初步解读和基本审美鉴赏能力，其中，部

分有关培养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教学内容也融入了语文学习

的范畴。

二、大语文视域下的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作用

（一）满足学生的语文学习需求

我国的班级授课制虽然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有序

组织学生进行语文学习，引导学生全面掌握相应的语文知识，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仍存在讲课模式较为单一的情况，再加

上我国每个班级学生人数较多，这样的讲课模式不利于学生

的个性发展，导致部分学生在课堂上不能以良好的态度配合

教师进行学习，降低了学生的听课兴趣。为了调动学生的听

课积极性，教师在高校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应积极革新教

学组织形式，通过多样的教学方式，满足学生的语文学习需

求，使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以端正的态度进行学习，提高学生

的语文课堂学习质量。

（二）丰富语文课堂教学内容

高校大学语文中的内容，基本上是以诗歌、古诗词以及

文学名著为主，教师以往在教学过程中，会通过多媒体、黑

板的方式，给学生讲解语文中的知识，教学内容较为固定。

然而高校中不同专业学生的语文基础、学习心理都不同，这

样的教学内容没有对不同专业学生的语文学习现状进行充分

考虑，导致学生面对这门课程时，通常将其作为一项学习任

务进行学习，不会主动探索其中的知识点，对学生的语文课

堂学习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教师在高校大学语文教学中

应积极变革教学组织形式，根据学生的听课情况，灵活选择

不同的教学方式进行引导，丰富语文教学内容，促使不同语

文基础的学生都能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语文课堂中来，提升

学生的语文学习效率。

（三）增加师生课堂互动频率

现如今我国一部分高校语文课堂，基本上都是教师讲解

知识，学生进行记录，师生在课堂上很少有交流的机会。随

着新课改的大力推进，教师在语文课堂上，通过探究提问的

方式引导学生，力求增加师生的课堂互动次数。然而每个班

级学生人数较多，教师不可能对每个学生都进行提问，导致

课堂出现固定学生回答的情况，教师不能及时发现学生在学

习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为了提高语文课堂的教学水平，教

师应积极进行大学语文教学组织形式变革，将学生作为教学

的主体，在采用探究提问的教学方式时，应对学生的语文学

习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制订合理的问题内容引导学生，使全

体学生都能参与到提问教学中，增加师生课堂互动的频率。

三、立德树人视域下推动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改革
的途径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调动学生的语文审

美体验

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基本上是以诗词歌赋为主，教师通

过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将文学与影视结合起来，促使

学生能够身临其境感受当时的情境，领悟作者的思想感情，

调动学生的语文审美体验。例如，在讲到《把酒问月》时，

教师可以播放李白饮酒作诗的情境视频，让学生在观看的过

程中，体会李白的浪漫情怀，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

讲到《长恨歌》时，教师可以搜集与当时社会情境有关的视

频，促使学生深刻领悟白居易生不逢时的悔恨之情；在讲到

《夜行船》时，教师可以将讲解马致远生平经历的视频播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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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使学生能够直观感受作者的思乡之情。当视频播放结束

后，教师可以随机挑选不同的学生，让他们运用自己的语言

讲解视频内容，这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回答，分析他们在

哪些方面还存在领悟不足的情况，并结合多媒体中的视频系

统性地给学生讲解，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文章内容，提高学生

的课堂学习质量。

（二）采用分层提问的教学组织形式，培养学生探索语文

知识的能力

现如今一些高校的学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基本上是

以应试教育的学习方式为主，在学习过程中，对教师具有很

强的依赖性，缺乏主动学习的能力。然而语文课程与其他课

程不同，需要学生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把握文章

脉络，这对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总结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因

此，教师在进行高校语文教学组织形式变革时，可以采用分

层提问的教学组织形式，培养学生探索语文知识的能力，促

使他们在面对不同类型的文章内容时，能够准确掌握作者的

思想感情，总结文章内容。

（三）通过朗诵竞赛的讲课模式，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

高校语文课程对学生理解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无论古

代诗词还是现代白话文，都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阅读水平。

因此，教师在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组织形式变革的过程中，可

以通过朗诵竞赛的讲课模式，让学生在朗诵中，通过字词的

变化，感受文章情节的跌宕起伏，促使学生作者产生共鸣之

情，达到以读促悟的教学目标。例如，在讲到《离骚》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余时间挑选搭档，并让他们制作配合自

己朗诵的多媒体视频，还可以要求学生对自己的服装进行搭

配，促使他们在课堂朗诵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己的外在形

象、多媒体视频以及朗诵内容，打动其他搭档，提升朗诵竞

赛的质量。当学生在课堂上朗诵竞赛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的现场表现情况进行打分，并让不同搭档之间相互进行点评，

最后以综合分数最高的搭档获胜，并及时对获胜的搭档进行

物品鼓励，要求他们将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在课堂上进行讲

解，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讲解的内容，系统阐述这篇文章中的

知识点，有序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但是在应用这样的教学

方式时，教师应根据课堂教学进度合理安排，确保语文教学

顺利进行。

（四）借助师生角色互换课堂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语文

综合素养

通过网络调查发现，我国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

动手能力，通常习惯依靠教师掌握相应的语文内容。因此，

教师在高校大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教学组织形式变革时，应根

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借助师生角色互换的课堂教学方式，让

学生以教师的身份准备讲课内容，并在课堂上给其他学生详

细讲解语文知识。

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让讲课同学结合文章的经典语句，

当堂进行修改，并让学生将修改后的内容，放到原文中结合

上下句进行通读，促使学生在通读过程中，对比分析自己在

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在课余时间不断磨炼自己的写作能

力。在学生讲课结束后，教师可以先对学生的讲课内容进行

点评，然后结合自己的课件内容，给学生系统讲解这节内容，

让学生在聆听的过程中，能够将前半节课堂学到的内容进行

全面梳理，将这节内容的知识点归纳成一个整体，增强学生

的语文综合素养。

四、结语

时代不断向前发展要求高校向社会输送更加契合时代发

展的人才，这是对高校的要求，更是对高校的鞭策，要求高

校的课程开设需要充分地融合大语文的时代背景，鞭策高校

的教学的内容及方式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只有将两者有机地

统一起来，高校才能不辱使命，完成向社会输送更加顺应社

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的重任。当然，课程的思政改革是个不断

的探索与完善的过程，需要高校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付诸

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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