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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策略
吴　静

长治开放大学　山西　长治　046000

摘　要：随着教育的发展，高校教学的时候受到的影响因素也在不断的增加。为了给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教师在教

学的时候，必须重视学生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的提高，让学生能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情况下，将知识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提

高自身的专业能力，从而给学生将来的工作和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笔者主要探究了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

养策略，希望能够帮助高校做好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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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是研究我国汉字和语言的一门基础性学科，

可以培养我国汉语言文化和文学历史方向的专业基础人才。

现阶段高校对培养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越发重视，加之中

国汉字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中学、高等学校汉语言教师、教

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本文分析了高校汉语

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策略，希望为广大教师提供参考和

借鉴。

一、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气氛沉闷，老师不懂变通

本身语言文化的学习就比其他学科学习起来要枯燥，加

之课堂上老师不能灵活的变通，从而导致许多同学上课的积

极性在逐渐降低，汉语言需要学习的课程有很多，知识点也

很零碎，这就需要教师掌握合理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汉

语言文学，并在讲课过程中给学生渗透相关汉语言文学学习

的方法和技巧，而不是单纯的讲课，汉语言的学习流于形式，

时间长了学生会对这门学科感到厌倦，老师在讲一些必修课

时，可以对一些知识进行延伸和扩充，比如由现代文学延伸

到古代文学，给学生涉及一些有关选修课的内容，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这门课程。

（二）教育方式单一

当前我国汉语言的教学模式相对单一，缺乏创新性，教

师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大多数教师在授课时采用填鸭式大满

贯的教学方式，这样不仅会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到疲惫，而且

对学生汉语言学习的进步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教师只是单纯

的把课本上的内容照读，并没有让学生学习到汉语言文化的

精髓，还容易造成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死记硬背的情况，学

生学习的内容只能应对考试，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素质型人才，

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不到提高，久而久之，汉语言文化

得不到好的教育和传承，会导致中国汉语言历史文化的缺失，

不利于学生以后进入社会的发展。

（三）课程教学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在汉语言文学的课程教学上，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比如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内容过于书本化，老师在授课时过于注重

书本上的内容，没有把社会热点与时事联系在一起，刻板的

教授一些文学作品和文学概论，让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脱离了

社会，没有脱离书本，这是不利于学生以后的就业的，这

样的教学方法老套且不具备培养新时代社会全方位人才的能

力，渐渐地，虽然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但是综合素

质却没有得到提高，因此要想成为一名汉语言文学的人才不

仅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还需要对时事有所掌握，不能做一

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只有把

书本上的内容和社会热点新闻联系起来，知识才会变得更有

意义。

二、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策略

（一）制定合理的课程安排，培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人才

当前汉语言文化的学习要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适时调整，

在实际教学中，课程的设计缺乏合理性，古代文学、现代文

学和外国文学都缺乏相应的专业性渗透，大都为了讲某个文

学现象而讲解，课程研究与现实缺乏关联，没有合理的知识

体系，不利于学生理解。教师应该在实际教学中提高其综合

应用能力，对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进行改革，改变单一化的教

学模式，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注重课程的整体性，根据

市场需求，培养更符合时代发展的综合型高能力人才，在提

高学生的汉语言学习能力的同时，还能够继承和发扬汉语言

文化，为以后培养深入研究汉语言文化做铺垫。合理安排课

程还可以在在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到厌倦枯燥时，老师可以采

取一些娱乐措施让课堂的效率变得更高效，劳逸结合才能让

学生更好都接受知识，而不是在“磨洋工”，比如在学习现代

文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行学习接

龙，让每名同学说出自己喜欢的一个作家和他的一步代表作，

作家可以重复，但是其代表作不能，这样可以让学生经过作

用脑子里的知识，让知识运动起来，教师对于回答错误或者

重复回答的学生给予一定的惩罚，而对于赢到最后的学生给

予奖励，可以是精神上的也可以是物质上的，重在提高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教师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让学生的知识学

以致用进行复习巩固，还可以让学生通过听其他学生的回答

拓展自身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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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全方位人才

教师的教学模式往往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情况，要想创新

教学模式就要从活跃课堂氛围开始，现在，在大多数高校语

文课堂上，学生大都不能认真听讲，打游戏的、睡觉的都大

有人在，学生对于老师上课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也没有学到

明显的知识，造成了上课效率普遍偏低的现象，学生逐渐缺

少了学习知识的欲望，慢慢地老师就会失去讲课的欲望。但

是老师是学生学习路上的引路人，要想学生真正培养对汉语

言文化的兴趣，单靠老师讲解是远远不够的，学生听着听着

就会走神，老师要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上课氛围，可以给学

生布置一定的作业，比如针对于某一章节的内容，老师让学

生讲课，发挥课堂上学生的主体地位，可以是对某一篇古诗

词或者课文进行赏析，这样让每个学生都能有机会得到锻炼，

让每个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减少课堂上学生不听课的情况。

（三）重视学生汉语言文学实践应用能力的强化

在进行知识教学的时候，教师必须认识到综合基础知识

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下，帮助学

生提高其实践能力，能够让学生在工作开展的时候，具有自

己的独特优势。通过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将来的就业方向，

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读写说几个方面的训练，切实提高学生

口语表达能力、写作能力以及信息分析能力。教师进行汉语

言专业教学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模拟出招聘和面试的相关场

景，让学生在特定的场景中学生，能够帮助学生提高其口语

表达能力。此外，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面试、问答，让学生

进行自我介绍，让学生真正的认识到口语表达能力提高并不

是简单的将话说出来说清楚，其本身便能够将学生综合能力

很好的体现出来，能够显示学生学识及德才方面。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还必须让学生真正的认识到模拟招聘的重要性，

只有这样学生才会重视模拟招聘，认真的对待模拟招聘，在

面试场景中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及口语表达的能力。在学生

模拟结束后，教师应该综合的测评学生表现情况，并对学生

进行指导，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弱点，不断的完善

自己。通过这些实践锻炼，能够切实提高学生综合表达能力

及心理素质，这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和就业能力的提高非

常重要。

三、结语

总之，汉语言作为我国一门重要的学科，其主要研究我

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语文知

识的深入学习，汉语作为我国的母语和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

的一门语言，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其重要性远超其他大部

分国家的语言。因此，教师需在汉语言的学习中制定合理的

课程教学计划，加强学生语言知识的学习，提高学生的人文

素养，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成为全方位人才。学习汉语

言文学不仅可以升华学生的思想，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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