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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破除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困境,从而实质性提升教学质量,推动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梳理了

大学语文课程的源流与基本特征,分析了大学语文教学的现状与瓶颈。从推进学生全面发展,注重以德为

先的角度出发,以改革的可操作性为研究抓手,提出了明确课程定位、创新教授方式、优化教学内容,聚焦

职教学情、丰富课程教材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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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语文是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
其作为语文课程的重要分支,在功能定位上与中学语

文既有重复又有所不同。多年来,大学语文研究成果

丰硕,简要搜索知网相关条目,文章已达7000余篇,
这其中关于普通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探讨尤多。
2019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
强调:“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由此开启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的新征程。目前来看,面对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提出

的新要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

新形势,针对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还缺乏

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在改革的可操作性方面仍

待挖掘。
一、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源流及特征

(一)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的由来

自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定国文科为高等学

堂必修科,大学堂“随意科”起,大学语文课程的发展

已走过了百年历程。高校为何要开设语文课? 早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学部所拟的《奏定学堂章程》就
给出了一份答案,即期望通过国文科的开设,使学生

在时代变革之际,仍然能够保持对传统学问的关注,
“以免抛弃中学根底”,否则“中国必不可能立国

矣”[1]。民国时期,很多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开设大

学国文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大学语文课

程虽有停顿,也有复苏和高潮。近年来,随着普通高

校通识课程的兴起,大学语文课程在教学体系中逐渐

让位于通识课程,课时被大量压缩,引起了诸多学者

的思考和争论。
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

时代发展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起步。20世

纪末至21世纪初,高等职业教育大规模扩充,一大批

中等职业学校升格为高职高专院校,原本开设的中职

语文已不能满足需求,于是高职院校陆续开设高职语

文,后又增开大学语文。此前教授中职语文的教师继

而开始转型讲授该门课程,但在理念上、教法上相当

长的时间内仍止步不前,其带来的弊端直到今天仍然

存在。同时,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教原则影响下,作
为公共基础课的大学语文在高职院校课程体系中客

观上长期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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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的特性

由于生存土壤的不同,高职院校大学语文与普通

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既有共性,也有自己独有的特征。
1.高职院校大学语文具有超越性

大学语文作为母语课程,具有普遍价值。尽管高

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为其内涵和外延带来了变

化,但根本上,大学语文的主体价值仍在于“无用之

用”。匡亚明先生曾说,大学语文“有两条线贯穿其

中,一条线是可以培养、锻炼、提高学习者的文字表达

能力,包括阅读古文的能力。另一条是能够丰富大学

生的文化修养,以及大学生的性格塑造、品德端正、治
学为人等方面的知识。”大学语文课程这种超越时代

的特性,应当予以基本尊重。无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

课程怎样改革,都不应失去其人文课程的本质属性,
趋向职业化、功利化。
2.高职院校大学语文具有传承性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全面的人,立德树人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在先,而
后树人,任何一门课程都不能脱其窠臼。文化是民族

的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育

人工作,要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作

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延伸,大学语文课程有着深厚的历

史渊源和文化基因,其在高校学生思想教育、文化自

信塑造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是民族文化血脉传承

和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重要载体,这是其他任何一门

课程都难以替代的。
3.高职院校大学语文具有时代性

教学改革总是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教育

具有鲜明的特征,旨在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作为高职院校开设

的公共基础课程,大学语文在保持其超越性的前提

下,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

新要求。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

“注重个体的终身教育和生涯发展”[2],由“就业导向”
到“生涯发展”职教理念的转变为改善高职院校大学

语文课程地位以及在教学改革上进行创新提供了新

的可能。
4.高职院校大学语文具有工具性

语文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大学语文作为语

文的一个重要分支也不例外。其工具性包含显、隐两

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学生文字理解与表达能力的提升

上,这是显性的。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

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3]。大学语文的工具性

更多体现在育人的隐性能力方面,即在学生审美能

力、沟通能力、性格塑造、素质提升、人文精神培育等

方面的作用。同时,当前青年学生心理问题频发,大
学语文课程可以令学生透过文学感悟消解负面情绪,
填补心理空缺,抚慰精神上创伤,学会“诗意的栖居”,
正确地认识当下的生活,这也是其工具性的某种体

现。再者,随着“大思政”理念的提出,大学语文在高

校课程思政改革,发挥协同育人效力方面也拥有着独

特的地位。
二、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现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但“许
多职业院校将主要精力聚焦于专业课程改革,而忽视

了对文化基础课程的改革力度”[2]148,高职院校大学

语文课程教学也因此面临着独特的困境。
(一)课程定位的困难

目前,关于大学语文的功能、任务和性质定位,仍
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尤其是在职业教育语境下,大
学语文的定位更显得不够明晰。一方面,学生对大学

语文认知度差,将其视作中学语文、高职语文的简单

重复;另一方面,教师对自己所讲授的课程也有畏难

情绪。原因在于,如将其当作通识课讲,因时间有限,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有些困难,以笔者所在的学院为

例,每周仅两个课时。而当作普通语文课讲,又味同

嚼蜡,毫无特色可言。为此,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解决

方案,有研究者认为“大学语文是一门教会学生运用

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型课程,其教学目的在于引

导学生理解语言与它所要解决的事务之间存在何种

联系,以便顺利地处理实际问题。”要求“将其视为技

能型课程”,这是将大学语文定位为职业准备课,凸显

了“就业导向”。但是,“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

也”(《朱文公文集·小学辑说》),将其过度功利化、职
业化,以至于改变了本质属性,并不妥当。也有学者认

为大学语文应将审美性摆在第一位,以至于大学语文

课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欣赏课,这又抛弃了高职院校大

学语文的时代性,偏离了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教授方法的困难

在高职院校,把大学语文教成“大学语文”是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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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生已经普遍学习过中学语文或高职语文,很多

篇目选材甚至是重复的,这极易让学生产生困惑。同

时,面对部分教师重复化、满堂灌式的讲解,更难免产

生厌烦。“如果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只是听听而已,态
度消极,漠然置之,那么他们掌握的知识很难转换为

他们的观点”[4]。因此,怎样能够凸显出大学语文课

程独特的风貌,既不拘泥于教材、照本宣科,又不会天

马行空、夸夸其谈;既能服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要

求,又能体现大学语文的人文色彩,是个难题。同时,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学习方式,
作为一门传统课程,大学语文教学的信息化改革令一

些教师无所适从,坚守传统的讲授方式显然不符合教

学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但盲目追求信息化手段的运

用,甚至将大半的教授时间“智慧化”,使得教师成了

彻底的旁观者,失去了课堂的主导权,未免本末倒置。
(三)内容取向的困难

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性是高等职业教育的

本质属性,这给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取向带

来困难。为了凸显职业性,部分教师往往在教学中把

职业素养、工匠精神等元素拿出来生搬硬套,将大学

语文课变成了职业指导课。又或为了使学生能够适

应职场环境,而将大学语文课程中的应用写作部分作

为主讲内容,以至于大学语文课变为了应用写作课。
此外,还有教师在教学上“散打”,令大学语文成了“社
会漫谈”。如何在不改变大学语文本真的基础上,结
合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取材,科学讲授,拿
捏好课程安排的尺度,是个难题。

(四)教材选用的困难

教材是教学的蓝本,市面上的大学语文教材种类

繁多,但总体而言,针对高职院校编写的大学语文教

材还为数较少。第斯多惠说过,“一个坏的教师奉送

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5]教学依托教

材,最终却要超越教材,带领学生发现真理。惜乎部

分教师仍倾向于根据教材的固有顺序安排教学内容,
而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高职院校的现实状

况,在教学方式、内容和计划安排上作出调整。
(五)对象聚焦的困难

“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6],高职院校

的学生有着独特的心理特征,他们的知识基础相对薄

弱,情绪管理能力较为脆弱,教学上应聚焦于他们的

个体特征,注重从对文章的感性认识入手,以更加有

趣的形式引导他们逐步迈入文学的大门。不同专业

的教学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如教育专业的学生,因其

开设有中国文学、教育理论的专业课,就可以讲得深

入些,理论性可以更强;而对医学类、会计类专业的学

生,因其所学专业的特殊性,则更宜说得通俗些。
三、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质量提升策略

应该充分认识到,尽管职业教育正在发生着深刻

的变化,但教育的变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下

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的窘境一时难以有突破性的

改善,因此,大学语文教师必须“穷则思变”,立足于当

下,主动寻找问题的应对之法,而不应止步于对现状

的苛责与慨叹。
(一)开宗明义,让大学语文的定位明确清晰

“在开始任何专门学习以前,学生的心灵要有准

备,使能接受那种学习。”[7]高职院校大学语文目前仍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教师要结合自身教学经

验和所在院校的客观实际,合理制定课程标准,正视

课程地位,摆正教学方向,并在开课之初,为学生讲清

楚这门课的门道,使学生知道为何学、学什么、怎么

学。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先生所编写的《大学语文》
讲义,开篇首先讲绪论,阐明大学语文的沿革和必要

性,为学生说清了来龙去脉,不至于学生糊涂学,老师

糊涂教,值得借鉴。2019年《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

出:“高等职业学校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文等

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并在同期出台的《高等职

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中将“大学语文”列为200余个

专业的必修或选修,这更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师出

有道”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别出心裁,让大学语文的教授特点鲜明

1.跳出教材局限

目前,很多大学语文教材按文学史的顺序编纂,
目的是让学生能够体会中国文学的源流和发展概况,
的确有其优越性,教师往往也就按照这样的顺序去讲

授。但在职业教育语境下,这种教学方式显得有些呆

板。因此,可以以立德、修身、缘情、达物等学生职业

生涯所必备的人文元素为模块,安排教学内容。模块

化的讲授使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特点和自己的

教学设想,选择最优秀的篇目“组团”,跳出教材的局

限,令学生有更加强烈的获得感。
2.改革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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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有云:“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在教学方式上,应着力在点拨和启发,授之以“渔”,打
开文学世界的大门,在学生心中播下读书的种子。此

外,信息化时代改变了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方式,学生

更加乐于在网上了解和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因

此,在课堂的讲授上应集中于篇章的某个点讲深、讲
透,使得学生充分感受语言的魅力、文学的魅力,培养

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不可否认,当下高职院校学生

的培养仍指向就业,教学应在以就业为导向的引导下

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课堂变为职业宣讲课,而
应在对经典文章的讲解中进行引申和扩展,引导学生

思考,学习古人的智慧,拓展思维,进而提升职业素

养。如说到纳兰容若,就应提到他一诺千金的朋友之

义,说到蒲松龄,就应提到他为人的正直敢言,说到曹

操就应解读他的用人之道,说到《红楼梦》,就应从沟

通交际方面带领学生思考人物行为的内在动机,说到

《庖丁解牛》就可以谈一谈工匠精神。
3.塑造教学偶像

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无不拥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颜渊评价孔子是“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

之,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
说自己跟着孔子学习“欲罢不能”。王阳明的弟子徐

爱也说阳明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

……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

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易无穷。”[6]5 与孔子

相比,风格虽各异,但都以高深的学识为底蕴。以笔

者所在学院为例,大学语文的课堂时间稀少,一周一

般仅一次课,两个课时,这就要求大学语文课的教师

必须不断提升综合素养,超越于有限的课堂时间之

上,展现自己独特的风采与魅力,塑造教学偶像,化课

时安排的紧张转而变为物以稀为贵,使学生盼着听

课、想着听课、乐于听课。
(三)取舍有道,让大学语文的取向贴合实际

“凡是没有被悟性彻底领会的事情,都不可用熟

记的方法去学习。”[7]100 大学语文不同于前面各阶段

的语文,更不同于专业课,其目的在于引发学生对母

语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欣赏,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尤

其是转变对语文课的固有体验,树立文化自信。就这

点来看,大学语文课的背诵、写作安排都应适当减少。
坦白地说,在有限的学时中安排几次背诵和应用文写

作,对学生的助益其实很少,而且由于职业教育的人

才培养定位特殊,会更加削减学生对语文课存在的认

同感,并且这些内容也会占用不少课堂时间,弊大于

利。因此,应该将大学语文与高职语文、高中语文甚

至是阅读与写作、就业指导这样的课程错位开来。职

业应用写作这类内容可以专题开设选修课或纳入就

业指导这一类更富专业性的课程中。学生十余年语

文课没有学会的东西,希求短短几十课时想要解决

掉,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大学语文课应“使教员少教,
但是学生可以多学……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

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7]1-2

(四)因材施教,让教授大学语文的教师聚焦学情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在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分析学情,因材施教,又是保障教学效果的

必要条件。高职院校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自我管

理能力不足,课堂专注的持续力不强,因求学目标是

为了尽快更好就业,对公共基础课程往往加以漠视。
因此,在大学语文讲授内容的选择上,至少应有四个

标准:首先是趣味性,选文内容应贴近当代年轻人的

视角和思维。文学作品的欣赏有时需要人生阅历作

为辅助,强行推介一些过度深沉的作品不利于引发学

生的共鸣;其次是教育性,选文应具备人文教育意义,
尤其是正能量充沛的篇章,更宜宣讲,一些情感消极

的作品尽管有它的审美意义,却不宜在大学语文课堂

上大量选讲;再次是职业性,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教

学应当做到水土相符,不同专业学生的大学语文选文

应该尽可能有职业倾向性,如医学专业的学生就更宜

纳入“医古文”或者国内外一些有过医学经历的作者

如毕淑敏等的篇章,帮助学生领悟“大医精诚”“医者

父母心”;最后是针对性,不同学校的学生群体往往有

一个总体趋向,以笔者所在的学院为例,女生数高达

92%以上,在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上“金刚怒目”式的

文章就应适当减少一些,而心思细腻的,温婉宜人的

篇章就可以适当多一些,或者多选一些女性作家的作

品,这样更宜激发学生的兴趣,获得学生的认同。
(五)兼容并包,让大学语文教材编得丰满有趣

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课时紧张,任何一种教材都

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授完全,这就要求大学语文

教师对教学内容精挑细选,去粗取精。但这绝不意味

着要压缩教材的内容,因为如果教材的内容过少,或
类型单一,那么教材使用者选择的余地就会进一步减

少,实际上,任何教材都不可能完全适应各个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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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状况。因此,教材内容不但不宜压缩,反而应更

加地扩大,更广泛地纳入各种优秀选文,而后教师结

合教学实际选择讲授,剩下的可作为延伸内容,如此

不仅可以令教材的适用性更好,也不至于沦为过手可

扔的敲门砖,反而成为学生终生收藏的读本。而对于

校本教材,应充分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学生的

职场化需求,使得校本教材达到人文性、地域性与职

业性的统一。大胆设想,不妨令大学语文课程拥有两

套教材,一是教本,即校本教材;二是读本,即校外教

材,作为辅助选讲和课外延伸的内容。这样庶可弥补

大学语文教材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语

教育不是为了令人痛苦。2019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更加注重

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

基本理念。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师应立足职业教育

实际,努力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讲授大学语文,
充分发挥其德育功能,帮助学生成功地“破心中之

贼”。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学语文课又是一个富有突

破意义的课程,他突破了中学语文、高职语文的藩篱,
帮助学生接触到了更高层次文化领域的边缘,有着巨

大的可发挥空间。因此,我们不应满足于抱怨,而应

逆流而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变不利为有利,让大学

语文课成为高职院校诸多公共基础课程中的标杆,为
职业教育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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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CurrentSituationandQualityImprovementStrategiesof
CollegeChineseClassTeachinginHigherVocationalColleges

ZHANGXiao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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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overcomethepredicamentofcollegeChineseclassteachinginhighervocational
colleges,substantiallyimprovingthequalityofteachingandpromotingtheconnotativedevelopmentof
vocationaleducation,thepapersortsoutthesourcesandbasiccharacteristicsofcollegeChinesecourses,and
analyzesthecurrentsituationandbottlenecksofcollegeChineseteaching.Fromtheperspectiveofpromoting
students'“all-rounddevelopment”,focusingon“ethicsfirst”,andtakingthe“operability”ofreformasthe
researchstartingpoint,itputsforwardthefollowingstrategies:toclearcoursepositioning,innovate
teachingmethods,optimizeteachingcontent,focusonhighervocationallearning,andenrichcours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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