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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学习者学习基础、学习动机与兴趣、教学活动开展情况和教学效果四个方面,分析了开放大学视域下文

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并提出了解决文学课程教学中问题与不足的对策,即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践行开放

大学人才培养理念;构建教师多元化角色,发挥其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紧扣教学活动中心环节,改进

教学设计、教学活动、教学评价;坚守文学课程自身特征,凸显专业性、实践性、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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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

学习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办好开

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处在向开放大学战略转型的

重要机遇期、挑战期.“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

型的本质,就是要从外延式的规模发展向内涵式的质

量发展模式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目标直指教学

质量”[１],而作为基本单元的教学活动,则是人才培养

的基础和落脚点,不同学科专业的课程教学活动及其

效果,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目标能否

实现.
文学课程是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以安徽广播电视大学为

例,开展文学课程教学活动旨在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

的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胜任文化、宣传、
教学、管理、秘书等工作,具有较宽阔的文化视野和创

新能力,综合素质良好的汉语言文学实用性高级专门

人才.在开放大学视域下,文学课程的教学活动既要

主动适应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同
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和转型,又要立足分析广播电视

大学文学课程教学活动的现状与不足,研究并提出解

决问题的对策.本文以教育教学工作实际为基础,并
辅之以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视域下文学课程

教学现状与对策”课题组开展的开放大学视域下文学

课程教学现状问卷调查结果,探究开放大学视域下汉

语言文学专业文学课程教学活动.
二、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及分析

(一)学习者学习基础薄弱,知识储备不足

开放大学视域下的学习者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农
村、行业、社区等一线,学习意愿较为强烈,但学习基

础较为薄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也不例外.他

们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大都能使用正确的学习认

知方式,会选择多样化的学习路径.与此同时,学习

者也存在着知识储备不足、与专业课程学习要求相距

甚远等问题.在文学知识储备方面,大多数学习者的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储备较好,而外

国文学知识储备明显不足;阅读文学名著是文学课程

教学活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问卷调查显示,汉语言

文学专业学习者文学名著的阅读量明显不够,年阅读

量为５~９本的占比２３．３４％,超过１０本的仅占比

７．８９％.需要指出的是,６１．８３％的学习者认为个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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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薄弱,学习新知识有难度.上述现状给文学课程教

学活动增加了压力,既要整体推进文学课程教学进

度,又要有针对性地帮助学习者补差补缺,满足学习

者个性化学习需求.
(二)学习者学习动机有待正视、学习兴趣有待加

以引导

就学习动机而言,学习者的文学课程学习动机较

为积极,既源自外部环境,如工作岗位、职业资质等对

人力资源的需求,更是学习者重视规划职业生涯、提
升自我素质和修养等主观意愿的体现.然而比较而

言,获取文凭、工作需要等外部动机明显高于提升文

学修养和纯粹兴趣等内部动机,这势必产生重目标结

果、轻过程学习的现象,从而影响学习者参与文学课

程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效果.当然,学习者学习文学

课程的外部动机也值得思考,如５１．７４％的学习者认

为文学课程与现在的工作联系一般,１６．０９％的学习

者认为无联系,这促使我们探索紧密结合现实需求去

设置文学课程,以及挖掘文学课程所蕴含的能力、素
质提升因素,以便提升学习者相关能力和素质,从而

有效帮助其开展工作.就学习兴趣而言(见表１),大
多数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亟待学校、教师等加以引导,
如６９位学习者认为对老师的喜爱关系到文学课程的

学习兴趣,９９位学习者因受集体环境影响而产生学

习文学课程的兴趣,这些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改进

外部环境因素,如提升教师能力水平,构建良好的学

习情境等,从而有效引导和促进学习者学习.
表１　学习者的文学课程学习兴趣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您对开设的

文学课程是

否有兴趣

很有兴趣 １１４ ３５．９６％ ３５．９６％
比较有兴趣 １４４ ４５．４３％ ８１．３９％

一般 ５３ １６．７２％ ９８．１１％
不太有兴趣 ４ １．２６％ ９９．３７％
没有兴趣 ２ ０．６３％ １００％

您学习文学

课程的兴趣

主要是来自

对文学知识的渴求 ２２０ ６９．４％
对老师的喜爱 ６９ ２１．７７％
文学课程网络

学习资源的丰富
１８７ ５８．９９％

受集体环境影响 ９９ ３１．２３％
其他 ６５ ２０．５％

　　(三)重视教学设计,组织实施效果不够理想

１．在教学设计上,注重顶层设计,但实施情况亟

待检验.以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

教学计划为基础,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制定了汉语言文

学专业教学实施方案,对教学模式、教学媒介、教学质

量保证体系以及专业课程补修、集中实践环节等作了

精心设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各门文学课程均制定了

教学一体化设计方案(或教学实施方案)、考核方案

等,明确了课程性质、基本目标、基本要求、多种媒体

教学资源以及具体教学活动安排,以保证教学活动的

有序开展.如问卷调查显示,９０．５３％的学习者认为

文学课程教师注重教学设计和导学助学,为学生自主

学习文学课程提供指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顶层的

教学设计在具体教学活动中的执行情况如何,教师导

学的内容包含哪些,能否提供有效的学习路径和建议

等,这些都值得做深层次的思考.

２．在课程设置上,模块设计合理,但自主权限不

够.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课

程设置模块包含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通
识课、专业拓展课、实践课和补修课,除公共基础课

外,每个模块中都涉及文学课程.以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课程设置为例,中文方向文学课程学分为３９学

分,占比３９．２％,师范方向文学课程学分为２７学分,
占比２７．６９％.开设的文学课程,既包括文学专题课

程、文学作品类课程、文学理论课程,也包括与文化等

相关的交叉性质课程.不难看出,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文学课程设置较为合

理,学分占比较高,但课程设置自主权限有待扩大,地
方广播电视大学结合地域实际设置的非统设文学课

程较少;学习者关注度较高、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的文

学课程较少,如文学史课程、外国文学课程等.

３．在教学形式上,多种方式并用,但运用效果值

得深思.作为利用互联网等多媒体手段从事现代远

程教育的高等院校,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

言文学专业文学课程教学活动注重运用多种教学形

式,特别是网络教学手段.作为来自一线的远程教育

学习者,利用网络等现代远程技术手段学习,既是有

效解决工学矛盾、满足学习需求的重要方式,也符合

开放大学教育教学的理念.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因工

学矛盾的影响,学习者参加面授课程的意愿难以得到

满足,而实践教学不仅包括毕业论文、社会实践,更包

括具体的实践考察类教学活动,如黄山电大的文化教

学活动就成为教学活动的特色和品牌,以及各教学点

７４

金大伟,等:开放大学视域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课程教学探析



的教育信息技术能否为学习者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

服务,课程教学答疑能否产生应有效果,这些都需要

对教学形式做深层次思考(见表２).
表２　文学课程教学活动开展情况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您最喜欢哪

种文学课程

教学形式

面授课 １６５ ５２．０５％

学习网络课程资源 ２１７ ６８．４５％

课程教学答疑 １２２ ３８．４９％

小组讨论 ９８ ３０．９１％

实践考察 １２８ ４０．３８％

其他 ３８ １１．９９％

您更喜欢哪

种性质的文

学课程

文学专题课程 １５５ ４８．９％

文学史课程 １６４ ５１．７４％

文学作品类课程 ２０４ ６４．３５％

作家专题课程 １０７ ３３．７５％

文学理论课程 ６５ ２９．９７％

与文化、社会生活等

相关的交叉性质课程
１８１ ５７．１％

　　４．在教学活动组织上,学习者意愿强烈,但客观

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学习者的参与度决定了文学

课程教学活动的质量与效果,同样教学点的教学活动

是否正常开展势必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状态.问卷调

查显示,２５．２４％的学习者每次都参加文学课程面授

课,４４．４８％ 的学习者经常参加文学课程面 授 课,

８２．６５％的 学 习 者 对 文 学 课 程 网 上 学 习 有 兴 趣,

７１．２９％的 学 习 者 积 极 参 加 文 学 课 程 小 组 讨 论,

７９．１８％的学习者对文学课程实践教学有兴趣.可以

看出,大多数学习者参加文学课程教学活动的意愿较

为强烈.与此同时,少数学习者对文学课程网上学

习、实践教学的兴趣不高,参与文学课程小组讨论不

积极;少数教学点教学形式较为单一,教学活动组织

不规范等.这既有学习者个人主观原因,如工学矛盾

难以解决,也与教学活动组织开展情况等客观因素紧

密相关.
(四)教学评价内容与方式有待优化

课程考核是反映文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最为直接

的方式.按照国家开放大学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文

学课程考核,均由课程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组

成,且以终结性考核为主.然而,课程考核并不是反

映文学课程教学效果的唯一方式,并不能反映学习者

学习效果的全貌.除课程考核外,文学课程的教学效

果还反映在学习者的知识素养、学习能力、学习兴趣、
实践能力等方面.

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学习者认为通过文学课程

的学习,文学课程的学习兴趣、自身的知识素养、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对实际工作产

生了帮助.文学课程的教学活动产生了较好效果,得
到学习者的认可.同时,还需要关注影响学习者学习

效果的因素(见表３),如学习动机与兴趣对学习效果

的影响程度,学习资源是否丰富,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是否发挥了有效作用,教师的教学态度与能力以及课

程考核要求是否严格、规范等.
表３　文学课程教学效果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您认为影响

文学课程学

习效果的主

要因素有

教师的教学态度与能力 １８６ ５８．６８％

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兴趣 ２５５ ８０．４４％

教学形式是否多样 ２０２ ６３．７２％

学习资源是否丰富 ２０９ ６５．９３％

课程考核要求是否严格 ７０ ２２．０８％

其他 ４０ １２．６２％

　　三、加强和改进文学课程教学工作的对策

(一)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践行开放大学人才培

养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学习

型社会建设”,«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安
徽省“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国家开放大学建

设方案»等均提出要建设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

学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成为各方共识.
作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开放大学、广播电

视大学应带头践行开放、责任、质量和多样化的教育

理念[２].具体到文学课程,一要以学习者为文学课程

教学活动的中心.根据学习者的知识储备、学习动机

和兴趣等,有效提供优质文学课程教育教学资源和个

性化学习支持服务,帮助学习者解决学习基础薄弱等

短板;彻底转变教师“一言堂”的角色,将教师由教学

活动的主导者转变为学习者学习的辅助者、导学者;
着力凸显学习者学习中心地位,尊重其文学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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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并更加关注学习者的文学课程自主学习效果.
二要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以学习者学习动

机和兴趣为切入点,正确处理好开放办学与质量保证

之间的关系,抓好文学课程教学设计、过程管理、支持

服务和效果评价等教学活动各环节,以文学课程教学

活动的效果彰显人才培养的质量.三要以培养职业

性应用型人才为方向.将文学课程教学与国家、地方

人才培养需求紧密结合,科学设置文学课程,引导学

习者正确看待文学课程学习与职业发展、人才需求之

间的关系,将教学活动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培养学

习者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等,从而在文学课程教学

中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二)构建教师多元角色,凸显其教学活动中的主

体地位

开放大学视域下教学活动要求教师与学习者的

角色发生转变,教师虽不再是教学活动的主角,但在

教学活动中仍占据主体地位,其态度、能力和水平仍

决定着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需要具备多种能力、扮
好多重角色.问卷调查中,１８６位学习者认为教师的

教学态度与能力影响了文学课程的学习效果;在文学

课程的教学方法中,２０８位学习者喜欢以教师讲授为

主.开放大学视域下文学课程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

平,除了与普通高校文学课程教师在专业素养积累、
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内容呈现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以

外,“还应掌握一定程度的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具备学

习资源设计能力、对学习资源进行组织、评价、推荐的

能力”[３],以及教学支持服务和对学习者的引导能力

等.教师不应只是封闭于自我教学活动的进度与教

学内容的呈现等方面,而是要参与到文学课程教学活

动全过程、各环节,既要科学设计文学课程,又要能够

把控教学活动的过程,尤其是关注学习者个性化、多
样化学习需求与状态,还要及时分析、研判教学效果,
从而不断改进教学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对文学课

程学科前沿动态的关注,以及探究文学课程教学活动

的实践性、应用性元素等,也是需要具备的能力.
(三)紧扣教学活动中心环节,改进教学设计、教

学活动、教学评价

科学设计课程与教学,做到整体把控、灵活设置.
课程设置、教学设计以及具体教学内容的安排是文学

课程教学活动的重要前提.就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

专业文学课程设置而言,不少地方广播电视大学的课

程设置自主权、自由度仍不够;课程设置仍存在脱离

实际的情形,普遍存在“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线来决

定课程安排的现象,忽视了课程设置要求与成人的工

作任务和社会角色变化相适应的需求,忽视了成人知

识储备不足、工作经验丰富的特点,从而导致课程结

构失衡,即注重理论课程,轻视实践课程”[４];有
些文学课程的教学设计更多是从教师教学角度设计,
较少顾及学习者需求.为此,一方面要根据教学活动

要求,对课程设置、教学设计进行总体把握和灵活安

排,争取更多的课程设置自主权限;另一方面应基于

实际教学情境、学习者学习基础等,合理设置课程、设
计教学,确保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在文学课程中得

到落实.
抓实教学活动,用好多样化教学形式.教学活动

是解决文学课程教学现状不足的关键,首先,务必规

范、有效组织好文学课程的教学活动,自上而下严格

落实教学工作各项要求.其次,用好多样化的教学形

式.开放大学视域下文学课程教学活动与教学形式

密切相关,其教学内容必须依托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支

撑,主要包括面授课、自主学习网络课程资源、网络教

学互动交流、小组讨论以及实践教学等.应彻底改变

原有的教育教学形式和理念,由面授教学为主转变为

以在线学习为主,改变对传统面授教学形式的依赖.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注重采取多种教学形式,针对不同

教学内容采取不同教学形式,构建内容全面系统、形
式丰富多元的教学活动,从而使教学内容得以顺利完

成.在面授教学上,既要考虑学习者工学矛盾、面授

课到课率等情况,又要考虑学习者对传统面授教学的

依赖和信任,以及文学课程教学情境的现场感需求

等,在压缩面授课教学的同时,注重凸显每一次面授

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和质量,克服因面授教学课时

有限导致的知识碎片化、讲授不系统等问题.在线学

习课程资源是克服学习者工学矛盾、体现远程教育特

点的重要方式,而提供优质的、与文学课程相对应或

有关联的课程资源,以及便捷的在线学习路径是当前

需要继续夯实的工作.能否做到在线互动交流、适时

交流是开放大学教学建设中的基本要求,对于构建文

学课程教学情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引导学习者主动参

与在线交流、建设更为便捷有效的在线交流平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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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师在线交流的及时性等,仍是当下亟待解决的

问题.小组讨论是提升团队学习意识的重要载体,９９
位学习者认为学习文学课程的兴趣主要受集体环境

影响,为此既要加强对小组讨论的设置,包括讨论地

点、讨论内容、发言设计等,又要坚持弹性设置,不拘

泥于固定形式.此外,当前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

包括毕业设计(论文)和社会实践两大类,忽视了实践

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学习者自主

完成实践学习的困难等,应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对学

习者自主实践学习进行过程指导和把控,且不能只看

重实践教学成果(毕业论文与调查报告)而忽视实践

教学的过程.
改革教学评价,构建多元化、多方参与的评价模

式.«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指出,“适应网络自主

学习模式需要,改变传统‘一考定评’的评价模式,逐
步推进以终结性考试为主向形成性考核为主的多元

化评价模式转变”.开放教育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
其现有的考核评价方式———“终结性考试＋形成性考

核”已成为课程考评的固定模式,多年来其考评方式

的改革主要体现为增加形成性考核的比重,减少终结

性考试的占比.然而,评价方式中更为深层的内容考

核改革力度不大,占据主导的仍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代

替素养、能力考核,以课程学业考核代替学习者实际

学习效果,以学校单方考核代替学习者、用人单位等

的多方评价,对学习者的知识素养、学习能力、学习兴

趣、实践能力等全方位的评价不够.因此,对文学课

程教学效果的评价,应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以‘主
体’和‘过程’为价值取向,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

评价方式的多样化”[５].既要通过课程考核对学习者

专业知识进行评价,更要通过其他方式、多方评价来

考核学习者的文学创作能力、审美鉴赏能力、人文素

养水平等.
(四)坚守文学课程自身特征,凸显专业性、实践

性、文化性

凸显文学课程的专业性.受现代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融合的影响,开放大学视域下文学课程的教学

形式随之发生改变,大多数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逐步

走向一致性,教学平台、互动空间、微课资源等成为千

篇一律的手段,从而遮蔽了不同学科、专业间课程教

学活动的差异性.作为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开放

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文学课程应在充分

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手段的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凸

显专业课程的特点.一要通过启发式、探究式、讨论

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习者学习掌握文学课程基础

知识,包括文学史、作家作品、文学理论等知识.二要

注重思维训练和能力提升,包括分析能力、研究能力、
创作能力、审美能力等,如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

教学,训练学习者建立文学史意识,提升学习者对古

代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能力.三要坚持文学课程的

人文性,以提高学习者人文素养作为教学的重要目

标,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通过对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上苦难叙事的分析,引导学习者增强批

判意识、忧患意识、终极关怀意识;在比较文学、外国

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引导学习者感知不同民族文学中

所蕴含的共同的人文精神.
提升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文学课程的教学最终

要契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适应国家、
地方对职业性、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因此,在具体教

学活动中,要注重提升其实践性,与社会需求、当下形

势相结合,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职业发展相结合.
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将文学课程的教学与分析社会现

象、解决社会问题、构建人文语境等相结合,如通过对

当代乡土文学叙事的分析,探究新时代构建理想乡土

世界的可能性;将教学内容与提升学习者职业能力相

结合,如注重提升学习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写作能力、
创造能力等.在教学形式上,多组织开展实践类教学

活动,如调研走访、参观考察、竞赛活动等,引导学习

者知行合一,将专业学习融入具体实践,在社会实践

中深化课程学习.
彰显文学课程的文化性.文化及其重要性已经

成为当下的共识,并被提升到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

战略地位,对其传承、发展与建设也成为高校的重要

使命所在.在问卷调查中,１８１位学习者表示更喜欢

与文化、社会生活等相关的交叉性质的课程.因此,
文学课程在保持自身专业性的同时,应注重将文学课

程的教学与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时代文

化相结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可以

讲解中国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及其

对当下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活

动中,可以引导学习者思考文学创作、文学思潮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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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语境的关系;在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活

动中,可以指导学习者思考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

的关系.此外,还应结合安徽地域文化特点,将文学

课程的教学活动与普及安徽地域文化相结合,对涉及

到的皖籍作家作品以及与安徽地域有关的作家作品

进行分析,从而凸显文学课程教学活动的地域特征、
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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