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年代以来，全国各高校相继在理工农

医类专业中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大学语文》的

开设，对于提高理工农医类大学生的语文水平和文

化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大学语

文》多为选修课，且教材各异、教法多样，教学目标

及侧重点也各有不同，这无疑对《大学语文》教学总

体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大学语文》可以说是一门

综合人文知识的课程，它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思

想及宗教诸领域；其所选课文大多为古今中外优秀

文学作品，也涉及文学史知识，因此，《大学语文》的

教学应不同于中学语文以传授语文基础知识为重

点的教法（字、词、句、段、篇章结构、语法、修辞及写

作的综合），也不同于大学中文专业的文学史和作

品选读课，不应是中文专业文学史课与作品选读课

的简单压缩。《大学语文》内容有其自身特点，因此

教学目标、教学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在大力推行

素质教育的今天，《大学语文》教学怎样才能适应素

质教育的要求，应怎样准确定位才能确保教学目标

的顺利实现，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大学语文》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人文课程，其

中包含了许多人文素质、人文精神教育的内容，根

据学校和学生的特点，我们认为《大学语文》的教学

应以提高综合人文素质为宗旨，以培养文学审美能

力为核心。

人文修养是一种与科技知识相对应的精神素

养，它涉及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情趣、伦理道德、爱

国情操、社会责任感等领域；文学审美能力是指对

文学作品的认知、理解、分析和评价能力。作为当代

大学生，应该具备相应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而

《大学语文》教学则应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能

力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具体在教学中，应该注重以

下几方面的教育。

一、渗透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自上世纪末以来，社会思想异常活跃，价值观念

多样，人生态度各异。大学生尚未步入社会，接受新

事物快，可塑性强，面对复杂多样的价值取向，往往

感到困惑与迷惘，因此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

育尤其重要。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可有多

种形式，大学生修养等政治理论课即是其一，但不能

仅限于此。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也应渗透人生

观、价值观的教育。我们在传授文学知识、分析诗词

意境、剖析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应用有趣的形式将此

项教育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如讲到《论语》时，就应有

意识地介绍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执著的

人生态度，对“仁”的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强烈的历

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讲到孟子文章时则突出孟

子思想中“成才磨难说”、“忧患意识”的现实意义，解

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以此激励学生养成一种居

安思危、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以“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的现代意义启发学生正确对待生活中的挫折与

失败，从而养成顽强的意志力和不断向上的进取精

神；借先贤们的人生经历及诗文名句，诸如“学而时

习之，不亦乐乎”、“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少壮

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养成探

求真理、获取新知的良好习惯。面对茫茫社会，不少

学生流露出迷惘、缺乏自信甚至自卑的心理，对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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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借用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

等名句，给他们以精神鼓励，帮助他们树立勇敢面

对社会、迎接挑战的自信心。

二、突出爱国主义精神

《大学语文》本身就是一门进行优秀文化传统

教育的课程，传授祖国优秀文化遗产，这本身就是

爱国主义的生动教育，但在讲授课文时可有意识地

突出这一点。如讲到屈原诗歌则突出其坚持理想、

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精神；谈到杜甫诗歌时则强

调其强烈关注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学习南宋

文学时，侧重体现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爱国诗人

的爱国情操；学到近代文学时，则注重秋瑾等“拼将

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誓死报国的豪迈气

概⋯⋯总之，要通过传授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感以及作为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感

和责任感，同时也可联系教材中的相关内容，激发

学生对家乡、对故土的热爱之情，如我们四川可谓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巴蜀大地的灵山秀水哺育

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才，巴蜀儿女在中国社会文

明进程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司马相如、苏轼、苏

洵、苏辙到郭沫若、巴金等等，这众多熟悉而闪光的

名字都是我们的骄傲，由此也能生发出一种爱家

乡、爱祖国的情感，从而增强建设好家乡、建设好祖

国的信心。

三、学习相关文学及文化知识，增

强文学审美理解力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

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要提高文学

审美趣味和审美鉴赏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修

养。文学修养由多种因素构成，文学知识是其中重

要因素之一，一定的文学知识有助于文学审美理解

力的提高。如讲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涉及创作方

法，就应讲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特征及其区

别；讲到词则突出婉约与豪放之异。除了一般文学

常识之外，还应有一定的文学史知识的介绍，因为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精神产品，

若不知其历史背景则难于准确把握作品的意蕴。因

此在讲授《大学语文》时，不能只单纯分析课文，而

应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和特点以

及主要流派、重要作家作必要的介绍，把诗文名篇

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才有利于对作品

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

文学修养不仅涉及文学本身，还涉及文学以外

的其它人文知识。具备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知识，尤

其是民族深层意识方面的知识，对于提高学生的文

学鉴赏力是大有裨益的。比如中国古代诗歌中普遍

存在的“伤春”与“悲秋”现象，就只能从“以悲为美”

的诗歌审美传统和民族心理深层的“忧患意识”方面

去理解；又比如为什么中国传统戏剧的结尾多是大

团圆？为什么中国文学里情感表达总是含而不露？这

也只有联系中华民族的深层意识才能正确理解。因

此在给学生分析讲解课文时，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联

系课文内容加以适当的拓展，从民族传统、文化心

理、审美习惯等角度多给学生以启发，这样学生的视

野会更开阔，学习兴趣会增强，对作品的理解也就会

更深刻。

四、强化审美实践，提高审美能力

《大学语文》涉及人文知识面很广，提高学生的

人文素质是其教学宗旨，但又不能单纯以传授文学

知识为目的，而当以文学为主，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为核心。

一个人的文学审美鉴赏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在长期的文学审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以文学

为主要内容的《大学语文》的学习，不同于其它理论

课程，它更强调审美的感性体验、直觉领悟。要对文

学作品的审美意蕴有所领悟，就必须对作品从内容

到形式都有一种感性的体验，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

审美理解。为了达此目的，我们强调对优秀篇章的熟

练程度必须达到一定要求，规定某些篇目需熟读，某

些篇目需背诵，并将此作为考核目标之一；强化审美

实践的另一手段是要求学生写分析评论小短文，从

形象、意境、风格、写作技法等多方面分析优秀作品

的审美效果，或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自由发表对作

品意蕴、风格、特色等方面的体验和理解，然后撰写

如“我所喜欢的一首诗（一篇文、一个人物）”等习作，

可详细分析、娓娓道来，也可三言两语、概而言之。总

之，通过不断的审美实践，反复训练，学生的文学欣

赏水平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总之，《大学语文》既不同于中学语文，也有别于

中文专业课程。要顺利实现教学目标，必须找准角

度，恰当定位。作为文化素质教育主干课程之一的

《大学语文》，应该也能够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审美

能力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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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族地区最年轻而朝气蓬勃的高等学府，英语

教学质量亟待提高，英语教师更是大有可为。我们

只有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以高昂饱满的热情，

严谨敬业的作风，求真务实的态度，锐意进取的精

神，真抓实干，勇于创新，才能以培养听说能力为突

破口，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译五种基本能力的全

面提高。只有这样，我们民族地区的高校英语教师，

才能让学生成才，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才能为

西部大开发贡献绵薄之力。归根结底，民族地区英语

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每一位教师“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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