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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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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学院文学院，山东枣庄，277160) 

 

[摘要]  传统文化视域下大语文观念的回归为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挑战。基于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性工程。以创新型人才的本

质特征为出发点，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应从课程定位开始做起，突破狭隘的文学观念，回归传统文

化视域下的大语文观念，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的根本使命。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教学内容的全面更

新和知识体系的重建，注重课程教学模式的优化和教学方式方法的更新。此外，在考核评价体系方面

亦应做出相应改革，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性。 

[关键词]  大学语文；创新型人才；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0)04−0104−05 

 

    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偏重于语言与文学基

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文化素养的培养。因其重基

础，故而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具有无可否认的

重要性；也是因其重基础，故而到了高等教育阶

段，随着专业与学科划分的进一步细化，在以就

业和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下，语文反而成

了最容易被忽视的学科。那么，高等教育阶段的

大学语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强

调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21 世纪，大学语文又如何

发挥其应有之义？这成为当前大学语文教育必

须要思考的首要问题。 

    一、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大学语文课程

定位 

    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语文课最初源于 1904

年癸卯学制中的国文课，至 1952 年国内高校院

系调整时消失。时隔近三十年后，1978 年南京大

学率先恢复大学语文课，引起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大学语文复课的一个小高潮。之后其地位又逐渐

下降，由必修课变成选修课。直至 2019 年 6 月，

被誉为“大学语文之父”的徐中玉先生离世，大

学语文课程又一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核心期刊上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也随之多

了一些，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新时期大学语文课程

的价值意义与教改问题。 

    (一) 因“大”立意：大学语文的人文属性 

    与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学科不同，高等教育

阶段的大学语文有其独立的价值属性。基础教育

阶段的语文学科依托于语言基础知识的讲解与

文学作品的阅读，强调听说读写、沟通交流等基

本语言技能的培养，属于工具性知识累积阶段。

而高等教育阶段的语文学科既贯之以“大学”二

字，其基本属性也就由“工具性”过渡到了“人

文性”。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课程之一，大学语

文课程因其“大”而闪耀出独特的光辉。 

    “大”字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有其特殊的

阅读语境与诠释方式。《说文解字》释“大”字

曰：“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古文才也。凡大之属皆从大。”[1]“大”字是一个

象形字，其字形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的形象，

以人为大，这也正是《易经》中以天、地、人为 

                           

[收稿日期]  2020-02-10；[修回日期]  2020-08-05 

[基金项目]  2017 年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项目“传统文化视域下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价值

取向及引导研究”(J17ZZ75) 

[作者简介]  裴媛媛，山东枣庄人，博士，枣庄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联系邮箱：py5018033@163.com；李

吉东，山东栖霞人，博士，枣庄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教育创新                        裴媛媛，李吉东：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105

 

 

三才的基本价值观。《文心雕龙》曰：“惟人参之，

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2]人心

因能参天地，故而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人心之动，

发而为声，声成文者，即人文也。可见，人文学

科的根本宗旨正是在“道”的本体层面上，体现

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大学语文课程，由“大”

而立意，正是孔子所谓“人能弘道”之意，这既

是本课程的宗旨也是根本价值之所在。 

    (二) 修身为本：大学语文的实践属性 

    除了本体意义上的人文属性之外，作为一门

通识教育课程，大学语文还具有一定的实践属

性，具体表现在“语文”学科的专业价值方面。

“大学”二字，虽上关天文，下至人心，人心参

于天地，看似玄妙，然而却并非抽象。中国的学

问，最重践行，尤重具体。颜渊问仁，孔子答之

曰“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4]。克己复礼

本已经是对仁的具体阐释了，然而颜渊仍嫌不够

明白，乃问其目。夫子遂以视、听、言、动四个

方面非礼而不得为之加以引导，可见儒家之学旨

在践行的功夫。大学之道亦是如此，其道不虚，

亦非抽象，而是在日用寻常中一一落到实处。正

如朱熹所谓即物而明其理、格物以致知，又如王

阳明所谓良知良行、知行合一。“大学”之道是

通过具体的语言文字、传世文献传承下来的，故

而治“语文”者尤当以“弘道”为本。道之所在，

视听言动是也，礼让进退是也，折旋俯仰是也，

洒扫揖让是也，故而一言一行无不是语文也。治

语文之道，犹当在日常实践中体会心性之所在，

良知之所在，进而获得“良行”之动能，这也正

是《论语》中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之意。此处，大学语文正是此“艺”也。 

    王阳明《传习录》中讲过一则实践教学的例

子。有一官员曾听王阳明先生讲学，事后曰：“此

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5]认为

繁忙琐碎的工作耽误了自己的求学之道。先生遂

曰：“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

学，却是着空。”[5]回归到“大学”之道上，修身

乃是达道之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

以修身为本”[4]。离开了修身，“大学”之道亦没

有任何的价值与意义。这就为大学语文的“传道”

之旨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和路径，止于修身，这是

大学语文不同于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的根本

之处，也是“小学”之术(章句训诂之学)区别于

“大学”之道的所在。 

    既以修身为本，那么大学语文的学习就不应

局限于文学的审美意义。所谓语文者，语言与文

化之谓也，也就是说，汉语言所承载的整个中华

传统文化思想体系都是大学之“语文”所应涵盖

的内容。传统文化内容虽广泛，但贵在有其核心

的思想精髓及价值观。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

文化要义》中所说，中国文化的内容涉及的时空

范围虽广，种族虽复杂，但无疑有一伟大力量蕴

寓于其中，修身与践行正是这一伟大力量的具体

体现。以修身为本的大学语文在当今强调知识理

性、技术理性的后工业文明时代如何发挥其作

用，实现其价值？这就涉及大学语文课程与创新

型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问题了。 

    (三) 大学语文课程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价值与意义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

化”[6]，21 世纪是人才兴国的世纪，培养创新型

人才是实现民族复兴之梦的关键之所在。然而，

何谓创新型人才？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多有

争议，既有心理学方面对“创新”一词的思维特

点的分析，也有知识能力方面的具体界定。2007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发展观百科辞

典》特设“创新型人才”这一词条，利用描述性

研究法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认为创新

型人才包括如下五个特征：好奇心和求知欲望、

自我学习与探索的能力、广博而扎实的知识与较

高的专业水平、良好的道德修养以及与他人合作

或共处的能力、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7]。 

    五个特征中有四个是关于人的学习能力与

品行素养的，只有一个是关于专业基础知识的，

由此可见创新型人才当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

提的，既以人为本，那么立足于人性，以德为旨，

德为能之先的人才养成规律仍然是根本之道。然

而，德应该如何培养呢？大学语文课程如何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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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德树人的作用？ 

    《论语》中孔夫子曾举过一个人才培养的例

子，“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

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4]。

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

艺，再加上子路之勇，放在今天皆是其专业特长

的表现，然而仅有这些专业特长却远远还没有达

到成才的标准，尚须文之以礼乐乃可以成人。礼

乐之文在这里显然成为“成人”的关键。此外，

又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

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4]。学文，对于“成

人”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必然的选择。

大学语文，也正是在学文的意义上成为创新型人

才培养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 

    二、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大学语文教改 

路径 

    基于“学文”的必要性前提，大学语文应该

如何学呢？老子《道德经》为我们提供了“大学”

之学的方法论指导，“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

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

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8]。又有“大成

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

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8]。这里的“大”作

为一种形态属性的描述语已然具有了质的规定

性，所谓大方、大器、大音、大象、大成、大盈、

大直、大巧、大辩等，物虽不同，其本质却是相

通的，皆是对于“真”的强调。因此，所谓大方、

大器、大音、大象者，亦皆真方、真器、真音、

真象也。真实的本质必不拘泥于具体的形迹，而

又离不开具体的形迹。“大学”之学亦是如此，

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离不开具体知识点的记诵

与熏习，但又绝不仅于此。“大”学无“识”，正

是《礼记·学记》中“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之意[9]。真正的学习，是对于人性本然状态的体

认和达成，是自由之自我得以实现的安然与喜

悦。大学语文，正是引领学生觉悟内心的进步之

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也正是大学

语文“大学无识”的根本路径。基于此，大学语

文课程的教学改革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 教学内容的更新与知识体系的重建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及知识体系

的建构多是在文学价值观的引导下完成的。有什

么样的文学观及文学价值观，也就决定着大学语

文教材及课堂教学有什么样的内容体系。近现代

以来，随着经学视域下的杂文学观念到审美视域

下纯文学观念的转型，大学语文教学内容及知识

体系也有了根本的转型。20 世纪以来，大学语文

课程的教学内容及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西方文学观念及文学思潮的影响。单纯从教材编

写方面来看，虽然古代文学部分的比重一直占有

绝对优势，但其整个体系的建构仍是以西方文学

观念为根本的。例如，古代文学作品部分章节的

划分也是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划分；

整个教材的结构框架按照文学史的顺序编排；对

作品的把握从思想主旨及艺术成就等角度入手

等。这些正是知识技能视域下西方文学价值观的

具体体现，由此导致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目标的设

定及教学重难点的把握也侧重在文学史知识的

积累及写作能力的提升。这些都影响了大学语文

课程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发挥。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大学语文课程的教

学改革应首先从教学内容的更新与体系的重建

开始做起。教材的编写及教学内容体系的建构应

从狭隘的文学观念中走出来，立足于文化的视

域，涵盖历史、地理、乡土民俗、礼仪、教育、

语言、政治、哲学等多方面的资源。教学目标及

重难点的把握也应该从单一地侧重知识性积累

和读写能力的提升转化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等能力素养的培养及道德境界的提升。

真正实现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

容的全面更新与责任担当。 

    (二) 课程教学模式的优化与教学方式方法

的更新 

    传统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模式以理论教学

占绝对优势，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大学语文课

程的教学改革应着重探索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

相结合的方式。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在具体教学过

程中合理设定两种教学方式所占比例，构建理论

与实践二元一体的全新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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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中孔夫子曾讲到一个理论与实践教

育相结合的具体案例。《论语·先进篇》中子路

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4]子路之所以被孔子横

加指责，正是因为其颠倒了实践与理论学习的关

系。孔夫子认为子羔还没有学好，还没到作“费

宰”的境地，但是子路认为子羔可以边实践边学

习，不必学好以后再实践，正是这一句狡辩的话

引来了夫子的呵斥。那么夫子所理解的理论与实

践究竟是何种关系？《论语》中还有“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可以为

这一关系的理解提供参考。依据后面这两句，学

文是在行有余力之后的，仕与学却是可前可后的

关系，可见两者并不存在先后次序上的固定关

系。那么子路又为何遭到训斥？关键或许并不在

于理论与实践的孰先孰后，而是子路割裂了理论

与实践互为一体的关系。在夫子看来，理论与实

践并不是归纳与演绎抑或抽象与具体的二元对

立关系，而是一元的统一体。二元模式下，理论

是能够指导实践的，实践中所得的具体经验又能

够充实深化理论认识的知识体系，但是无论两者

如何辩证地互动，都未能摆脱二元分立的关系前

提。与此相反，一元模式下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存

在指导与被指导、深化与被深化的关系，实践活

动的主体性体现为人的心性所外现的视、听、言、

动能力，而非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两种模式下

的教学活动其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容易教条化，后

者容易碎片化。 

    基于此，探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

多种方式，构建二元一体的教学模式就成为创新

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大学语文课程教改至关重要

的一环。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适当加大实践

教学的比例，以社会调研的方式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的能力，以提高学生的德性修养为

根本宗旨，为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

养打下基础。此外，在理论教学方面，多媒体技

术、信息教学技术、翻转课堂等新的教学技术及

方法的应用等也应该成为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改

革着重探索的领域，借助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

学方式，深入学生的生活实际，提升其心性感悟

能力与认知水平，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好铺垫。 

在课程教学目标方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大

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对文化

的感知能力及信息处理能力。通过社会调研与文

献查阅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学生获取信息与分析

信息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而全面的文化

价值观，提升思想品德素养，为以后各方面专业

技术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 

    (三) 考核方式与评价体系的优化与改革 

    大学语文课程考核方式与评价体系的优化

改革应以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课程毕业要

求达成度为出发点，探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与相

对灵活的评价体系。加大平时成绩所占的比例，

形成平时成绩、社会调研报告、试卷测评三大块

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根据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

标确定三大块考核成绩所占的比例。 

    文化视域的回归为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

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挑战。作为一门相对传统的

通识教育类课程，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面临着诸

多的压力与障碍。如何在新形势下全面推动大学

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进行，教师本身的文化素养

与教育理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各层面

的教学管理者也应该充分意识到教学改革的势

在必行，为大学语文课程的全面改革与重新定位

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与合理引导，保证教学资源的

合理优化配置，为大学语文教学的全新发展保驾

护航。 

    三、结语 

    总的来说，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大学语文

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性

工程。基于创新型人才的本质特征，大学语文课

程教学改革应从重新定位开始做起，突破狭隘的

文学观念，回归文化视域，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

的根本使命。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教学内容的

全面更新和知识体系的重建，注重课程教学结构

的优化和教学方式方法的更新。此外，在考核评

价体系方面亦应做出相应改革，充分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性。新形势下的大学语文课程

教学改革事关课程自身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改革

成则课程兴，这也是未来大学语文课程全面发展

与重新焕发生命力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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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Chinese course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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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turn of the Macro-Chinese language view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Chines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Chinese course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s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 angle 

systematic project. Tak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ve talen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Chinese course should start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ourse, break through the narrow 

aesthetic literature, return to the Macro-Chinese language view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ciously take the mis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gradual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newal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mode and the renewal of teaching methods. In addition, we should also make 

corresponding reform in the assessment system to fully mobiliz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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