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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文学习应当不只是着眼于硬知识（对文学发展过程、文

化名人、文选等的简单识记），还应有一部分软知识（文学素

养、交流、表达、审美能力）。有的同学对文学感兴趣，可是对

语文课枯燥的教学方式没有兴趣，还有一些同学对语文毫无

兴趣。教学者应当体察不同的学生，以人为本，优化教学管理

模式。

2 新时期下的高校语文教学问题分析

2.1 高中的教育模式影响

高中 3年，由于高考的需要，学校对语文学科的教学比较

重视考卷上的题目，也包含正能量、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等；而审美、情趣、对文学作品的主动掌握能力略微受到打压，

情绪上会有一种被动性，思维上会有一种僵化性，自然会以为

高校的语文课还是那个样子，再加上缺少了高考那时的压力，

就忽略了语文学科。

2.2 大学语文的教育模式

教育管理以教师讲课，学生倾听为主，以人为本理念不够

深入。教师如果对学生的想象力的大小、三观、兴趣都不了解，

就很难抓住学生的兴奋点，无法打破常规学习的束缚。教学风

格不必一板一眼，那样会导致学生失去上课的热情；或者是教

师和学生配置不匹配，一个老师教七、八十甚至上百的学生，

肯定很难抓住每个同学的要点，互动也会受到相应的局限。这

样的教育模式没有从学生心理出发，缺少互动，达不到其培育

审美、交流、表达能力的初衷了。

2.3 学校对语文课的重视程度不够

学校对语文课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有些学校的语文课

被设置为选修课，因学时不够、需要注重实践技能教学等理由

克扣语文课的课时；一些院校为了减少教育资源，一堂课有时

有几十上百人在一间教室，甚至将不同专业的学生安排在同

一个课时，没有明确的语文能力的认证，例如，类似于英语四

六级考试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之类的考试及证书等。

2.4 社会对语文的轻视

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英语能力、计算机能力、专业能力

强的学生往往更受企业的青睐，语文成绩的好坏很少受关注；

大学生接触互联网，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微信自媒体、社交平

台、电子书、网文，接触经典作品的时间大大减少，网络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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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水平很容易参差不齐，低俗、反动的言论往往会毒害人们的

思想。

3 教育管理模式改革建议

3.1 弘扬传统文化，增强传统文化教学

1978 年，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

长苏步青在倡导高校设置语文课时强调，语文课的意义在于：

提高大学生的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提升精神文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明影响世界。2012年 2 月 15日公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

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同样强调：“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普及活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以，在现在的改

革开放、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掌握传统文化并加以弘扬是十分

有意义的[2]。

3.2 通过新媒体平台，加强对学生的理解

语文课堂教学应当以“课程教学大纲”为基础，将学生所

想要了解的方面作为拓展点。因此，了解学生的想法是重要

的。当今的许多新媒体平台，可以提供一个师生交流的地方，

每个学生的兴趣点、表达能力、作文能力、思想程度不尽相同，

可以通过平台上的数据分析进行了解；平台上可以放置一些

课堂视频，知识内容，让学生在课后依然可以对课堂内容进行

回顾深化[3]。

3.3 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分别教学，因材施教

语文学科的学习范围很广，语言组织表达，逻辑思维，

审美能力等，通过对诗句、散文的学习品味，把握审美情趣

有助于对艺术生审美能力的提高。王维的诗句会营造出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感，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让一幅塞外之景跃然纸上，引导学生的品味，传递心灵内

部的震撼。

语言文字均可阅读发声，古代诗歌，骈体文，句式整齐，读

起来朗朗上口，适合作为播音主持学生的材料。

通过对建筑景点的描绘，积淀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文学

素养。旅游管理专业是多个学科的交叉结合学科，包括人文、

旅游、管理。对该专业学生进行景区的文学素养培育，对他们

的职业生涯而言是一种积淀。在教学张岱的《西湖梦寻》时，人

们可以发现，作者叙述了杭州许多市井小巷，寺庙，亭，建筑

等，风土人情、商业服务跃然纸上，通过这样的讲解，让传统历

史文化渗透到学生的思想中，积淀文化的同时，对他们的职业

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综上所述，应通过因材施教的方式，满足学生的兴趣爱

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3.4 树立大语文观

生活中处处是语文，教师要创新教学设计方法，不能将语

文的学习拘泥于课堂上。课堂之外的名胜古迹，民风民俗，待

人接物，自我成长中都有语文的存在，如就近去附近文化地

点、古迹留存考察；分小组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去实地考察，社

会实践，读书沙龙，主题分享；开展读书沙龙活动，同学自主分

享；进行主题演讲，就某一位历史文人或者某一段历史时期的

文学发展进行研究；进行辩论赛，让学生分组辩论，培育辩证

思想。

3.5 与创业接轨，强调语文能力

在育人为本的前提下，将学生所学能在实际生活甚至是

以后的工作中得以运用，给同学们尝到语文的实际效用的甜

头，如开展独立教学活动，让学生自己上台开展教学，这样学

生就需要小组分工，需要备课，上台演讲，同时克服紧张感；也

可以开展校外实践活动，将班级分成不同的小组完成语文文

化有关的主题实践，身体力行地调查附近的名胜古迹。

3.6 增强教师的质量，打造语文教学的优秀团队

在大学，许 z多同学不愿意听语文课的原因在于老师讲

解地枯燥。所以，在当今时代下，教师的视野应当更大，所擅长

的领域也不应该局限于语言文字。作为心怀广大学生的教师

团队，应该有风土人情，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尤其哲学、美学、

艺术素养，能辩证地对待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有结合

实际落到实处，关心同学，了解他们的想法；同时，学校方面也

要增强对教师团队的选拔要求，将语文课列为必修课，注重课

时落实到位。让大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感触到语文学习

的思想，受正能量文化的感染，成为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4 结语

大学语文课程是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和核心素质的重要

课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语文课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人们

应该把握好机，了解每个学生个体的不同，进行一些方式上的

创新，对当今的教学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

源和优势，使大学语文课程成为一门有内涵有素养、满足学生

诉求的课程，开拓同学的视野，培养出优质人才。

参考文献

[1]刘妍.新时代辅导员思政教育话语策略的创新[J].池州学院学

报,2018,32(6):151-154.

[2]唐明明.强化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文化传承功能的若干思

考[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35(12):146-148.

[3]刘心 .论高校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语文建设 ,2014

(36):35-36.

教育管理 Education Management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