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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诗词教育与诗词文化普及是必要的，在高校开展诗词教育是尤为重要的一

环。调查发现大学生诗词学习现状堪忧、高校诗词教育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推进诗词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受众基

础、大学生诗词学习需求呈现多元化。文章通过对发展现状的具体分析，提出一是应注重熟记、背诵等基础性诗

词教学工作；二是应注重学生自学诗词能力的培养；三是要充分尊重学生接受诗词教育的多元需求，引导建立长

效学习机制；四是要注意诗词专业性教育与人文通识性教育的分离；五是在诗词教育中激发大学生主体创造力，

以诗言志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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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 调研背景 

随着“中国诗词大会”等诗词类文化节目的兴

起，诗词教育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

自古就有“诗教”的传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孔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中也

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

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就是

说，学诗可以兴发个人的情感意志，了解社会风俗，

观察社会万象和自然百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交流，培养群体意识；可以干预现实，讽喻社会。

通过学诗，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报效国家。 

因此，在高校对大学生开展诗词教育，既有利

于拓宽大学生的文化视野，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

能力，抒发个人感情，又能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了解高校学生诗词学习现状，分析高校学生诗词学

习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推动高校学生诗词教育的发

展，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 研究目的 

1. 了解高校学生诗词掌握现状 

本次调查列举了 20 首常见诗词，了解调查样

本对诗词背诵、翻译、主题思想的掌握程度以及大

学期间新近掌握诗词的具体数量，调查样本覆盖了

文科、理科、工科、医科等各专业学生共 732 人，

初步了解了高校学生诗词掌握现状，为诗词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提供基础数据。 

2. 发现高校学生诗词学习面临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学生诗词学习普遍存在学

习时间不固定，学习效果不明确，具有明显的娱乐

化倾向。此外大学生诗词学习呈现出碎片化的特

点，高校缺乏有深度、系统化的诗词教育体系。 

3. 为诗词教育提供合理建议 

分析调查问卷体现的高校学生诗词掌握的现

状及面临的问题，有利于根据实际情况为诗词教育

提出合理建议，如提出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营造诗

词文化氛围、将诗词文化的专业教育与常识教育分

离、注重学生创造力的激发等，让诗词教育改革能

够更好、更快、更有针对性。 

(三) 调研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线

上平台发布了一份关于高校诗词教育的具有标准

性、匿名性、可操作性的调查问卷，获得有效调查

样本732份，调查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698

人、研究生 34 人。其中包含文科 270 人、理科 115

人、工科 176 人、商科 80 人、医科 50 人、农科 19

人、艺术类 22 人。调查工具、调查过程、调查结

果具有较高的标准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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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一研究方法能够更加直观、有效地分析

高校诗词教育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数

据支撑，使调查结果和据此提出的对策都更加具有

说服力。 

二、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涉及当前高校大学生诗词掌握情况、

学习诗词的途径与方法、对诗词及其教育的认知、

可接受的诗词学习途径等方面，调查结果如下： 

(一) 大学生诗词掌握现状 

笔者选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语文通行

教材总共 20 首古诗作为考察大学生诗词掌握情况

的篇目，并在问卷中给出诗词首句以作提示。诗词

掌握情况按照能否背诵、翻译和把握主旨三个维度

展开调查。 

在 20 首诗词中，能被 80%以上的大学生背诵

的诗词有 1 首，能被 60%~80%的大学生背诵的有 1

首，能被 40%~60%的大学生背诵的有 11 首，能被

20%~40%的大学生背诵的有 3 首，能被 20%以下的

大学生背诵的有 1 首。其中，骆宾王的《咏鹅》占

比最高，为 88.25%；占比最低的是纳兰性德的《蝶

恋花∙出塞》，仅有 10.52%的大学生能背出。 

在 20 首诗词中，能被 80%以上的大学生翻译

的诗词有 1 首，能被 60%~80%的大学生翻译的有 1

首，能被 40%~60%的大学生翻译的有 12 首，能被

20%~40%的大学生翻译的有 4 首，能被 20%以下的

大学生翻译的有 2 首。其中占比最低的是柳永的《八

声甘州》，仅有 17.08%的大学生能翻译。 

在 20 首诗词中，能被 60%~80%的大学生把握

主旨的有 3 首，能被 40%~60%的大学生把握主旨

的有 11 首，能被 20%~40%的大学生把握主旨的有

4 首，能被 20%以下的大学生把握主旨的有 2 首。 

在大学期间，新近掌握诗词在 5 首以内的占

45.87% ，5~10 首的占 21.04%，10~20 首的占

14.89%，20~30 首的占 5.74%，30 首以上的占

13.25%。就各学习阶段而言，小学阶段的诗词能平

均被 64.98%的大学生背诵，初中阶段的诗词能平均

被 46.23%的大学生背诵，高中阶段的诗词能平均被

40.08%的大学生背诵，大学阶段的诗词能平均被

15.93%的大学生背诵。 

(二) 大学生学习诗词的途径与方法 

大学生学习诗词的途径主要有上课，占

35.93%；诗社、诗词竞赛等课外活动占 30.33%；微

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占39.75%。读书自学占38.39%。

在大学期间，有 43.99%的人没有上过与诗词有关的

课程；55.19%的学生认为学校偶尔举办过关于诗词

的课外活动，认为学校从未开展诗词相关活动的学

生占 13.66%。 

(三) 大学生对于诗词及其教育的认知 

对于当代大学生是否有必要学习诗词这一问

题，91.53%的学生持赞成态度，8.47%的学生持否

定态度；87.43%的学生认为诗词教育和创新相关。

谈及诗词教育的好处，认为可以培养想象力的占

51.78% 、可激发好奇心的占 29.92%、可抒情言志

的占 70.36%，认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占 69.81%，

表示不知道的占 4.37%。 

(四) 大学生青睐的诗词学习途径 

调查中，43.99%的大学生希望通过课堂学习诗

词，希望通过课外活动的占 52.32%，社交媒体占

48.22%，相关诗词节目占 39.07%，读书自学占

44.95%，趣味学习(诗词动画、与诗词有关的游戏)

占 46.45%。如果学校举办有关诗词的活动，49.18%

的学生愿意参加诗词知识竞赛，诗词讲座占 42.08%，

诗词文化节占 61.07%，加入诗社占 26.09%。 

对于喜欢的诗词类型，希望学习古典诗词的占

84.02%，希望学习外国诗歌的占 31.83%，希望学习

当代诗词的占 34.97%。就学习方向而言，希望学习

鉴赏评析的占 65.03%，希望学习创作技巧的占

56.28%，希望参与赛诗会的占 38.93%，希望参与吟

唱活动的占 34.97%。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上面的调查结果显示，91.53%的受访大学生认

为大学生有必要进行诗词学习，更有 87.43%的学生

认为诗词教育和创新相关。由此可见，大学生对于

诗词具有较为浓厚的兴趣，诗词学习存在一定的主

动性，学生对古诗词的热爱及需要说明了古诗词教

学依然有着巨大价值。调查反映了当前大学生诗词

教育的现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大学生诗词学习现状堪忧 

调查显示，许多大学生的诗词学习停留于高中

阶段，进入大学之后并未继续进行深入学习，诗词

学习现状堪忧。笔者选取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

程要求掌握的古典诗词 20 首，从背诵、翻译、主

题情感等三个维度对大学生的诗词学习现状进行

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对于诗词的掌握情况从小

学到高中呈递减趋势，大部分学生最为熟悉的诗歌

是《咏鹅》《望庐山瀑布》等小学语文课程中的规

定篇目，熟悉程度为 65%以上。而可以背诵、赏析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蝶恋花∙出赛》

(今山河无定据)等诗歌的学生则不超过 20%。 

同时，在有关大学生大学阶段诗词学习现状的

调查中，有 45.08%的大学生表示自己进入大学后学

习的诗歌总数为 5 首以内。而大学阶段掌握诗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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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20 到 30 首的学生仅占 5.74%，掌握 30 首以上

的为 13.35%。可见，诗词学习总体程度较浅，且呈

现两极分化趋势。另外 68.44%的学生表示自己周围

的人很少有人爱好创作诗词。由此可见，大学生的

诗词学习现状引人深思，让人忧虑。大部分学生在

进入大学后大多放弃了对于诗词的继续学习，目前

对于诗词的认识停留于应试教育阶段的知识积累，

高校普遍缺乏诗词学习的环境和氛围。 

(二) 高校诗词教育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数据表明，大学生学习诗词的途径多元，倾向

于采用多种途径并用的方式进行诗词学习，更多采

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诗词节目、读

书自学等途径。这体现了大学生诗词大多是依靠个

人兴趣，学习时间不固定，学习效果不明确，具有

明显的娱乐化倾向，缺乏体系化、深度化的学习。

同时，10.79%的学生表示自己的学校并没有开设相

关课程，有 43.99%的学生则表示学校开设了相关课

程，但自己却并未上过相关课程。在诗词课外推广

活动方面，有 13.66%的高校从未举办过有关诗词的

课外活动。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的诗词学习大多依靠学

生自觉，接近一半的高校尚未将诗词教育纳入到学

校自己的教育体系中，对于诗词学习课程的设置缺

乏相对稳定的标准。同时，大部分高校极少举办有

关诗词的教育推广活动，不重视对于诗词文化氛围

的营造，不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总体而言，高校诗词教育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 推进诗词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受众基础 

在有关诗词学习的调查中，有 60.66%的学生认

为诗词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学生自身，

同时，40.71%的学生认为诗词学习课程中最重要的

是学生自身的学习态度，学习态度是影响诗词课程

效果的首要因素。谈及诗词教育的好处时，表示不

知道的人数仅占受访学生的 4.37%，而且大部分大

学生对诗词可以抒情言志、提升个人涵养和气质、

培养想象力等优点存在普遍共识。可见大学生对于

诗词学习并不抵触，也认识到了个人主观能动性在

诗词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诗词学习的益处

也具有一定的认识，因而推进诗词教育改革，普及

大学生诗词教育具有一定的受众基础。 

(四)大学生诗词学习需求呈现多元化 

笔者围绕大学生当前诗词学习需求，就大学生

希望学习诗词的类型、课程内容的具体设置、课外

活动参与意愿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诗词

学习需求存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主要集中于几个 

方面： 

1. 学习内容有待拓展，诗词创作技巧成为学习

新需求 

在学习的诗歌类型方面，有 84.02%的大学生希

望学习古典诗词，另外分别有 31.83%和 34.97%的

大学生希望学习外国诗歌和中国当代诗词，这表明

我们在开展大学生诗词教育过程中可以适当地进

行学习内容的拓展，加入一定数量的现代诗和外国

诗歌。 

在课程内容的设置方面，调查结果充分显示了

学生的多元化学习需求。在诗词学习课程中，学生

最希望学习的内容分别为鉴赏评析和创作技巧[1]。

大学阶段开展诗词教育应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诗词

教育有所区别，适应大学生的学习意愿和需求，依

据学生的自身兴趣，尝试在诗词教学中加入创作技

巧的内容，鼓励学生进行自主的创作实践。诗词的

自主创作也有利于在大学生新的角度欣赏中华诗

词的独特韵味，推动古典诗词在学生中间焕发新的

活力。  

2. 学习途径应趋向多样化，重视文化氛围的 

营造 

关于大学生“希望通过怎样的方式学习诗词”

的调查显示，从课堂学习到课外活动，从深度化学

习到碎片化学习等都受到了学生不同程度的欢迎。

其中，希望进行课堂学习的学生占总数的 43.99%，

可见学生并非一味的抵触课堂学习，相反还存一定

的学习需求，而目前大多数高校并未开设相关过

程。高校开设面向全校学生的诗词教学课程，有助

于完成与义务教育阶段诗词教育的衔接，也应当成

为当前诗词教育改革的新思路、新方向。 

同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诗词学习途径为通过与

诗词相关的课外活动进行学习。上文的调查数据显

示，超过一半的受访学生表示自己所在的高校很少

举办诗词文化节、诗词讲座等课外活动。可见，学

生更倾向于体验式的、趣味性的学习方式[2]，而当

前学生的学习需求并未得到满足，目前大部分高校

对于诗词学习不够重视，校园诗词文化氛围并不 

浓厚。 

四、对策和建议 

根据上述从调查问卷中得出的结论和问题分

析，从高校的角度出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推进诗词教育改革。 

(一) 高校应注重熟记、背诵等基础性诗词教学

工作 

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不论是小学层次、中学

层次还是大学层次要求学习的诗词作品，高校大学

生对于内容背诵的掌握差于对其进行翻译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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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掌握[3]，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层次

可以背诵的大学生分别是 64.98%、46.22%、40.16%、

15.94%。这凸显出现存高校诗词教育中的问题，即

基础性诗词教学工作的缺失。对于诗词文字内容的

掌握，是引导大学生进行诗词学习的必经途径，也

是进一步在高校中培育诗词文化氛围的前提与根

基。因此对大学生提出了解、背诵诗词的教学要求

是必要的。诗词内容的掌握是让大学生将诗词文化

内化于心的第一步，也有助于通过这一基础性的教

学步骤来树立大学生群体的文化品格。 

(二) 高校应注重学生自学诗词能力的培养 

由课堂的被动式学习转为课堂外的主动式学

习是高校教育模式区别于中小学教育模式的重要

特征之一。课堂外的主动式学习对学生的自学能力

有较高要求。本次调查充分体现出大学生在接受诗

词教育中对自身主体性的要求与强调，这也折射出

高校在推进诗词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大学生自

学能力的培养与自学意识的引导[4]。培养自学诗词

能力，不能只停留在倡议层面，而应该通过开展定

期的诗词分享会、建立小组互评制度、自评制度等

有效的追踪机制积极地引导学生进行自学。 

(三) 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学生接受诗词教育的

多元需求，引导建立长效学习机制 

高校在推进诗词教育中要认识到大学生的个

体差异性，一方面充分开展基于课堂的基础性教

学，另一方面课堂外的兴趣性教学是在大学生群体

中建立诗词学习长效机制的有效方法。高校在诗词

教育的推进过程中，不仅要将教师与学生进行角色

的勾连，更要充分发挥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

等青年群团组织的作用[5]，通过构建“线下活动拓

展、线上信息传播、参与奖励制度”的基本模式，

提升学生对于诗词学习活动的参与度，培育学生诗

词学习的终身兴趣，建立学生个体的长效学习   

机制。 

(四) 高校诗词教育要注意诗词专业性教育与

人文通识性教育的分离 

在推进高校诗词教育的过程中，要避免培养方

法的“一刀切”，而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专业

基础等划分为专业性教育和通识性教育两个层级。

分层推进专业诗词教育和通识诗词教育具有一定

的必要性：对于与诗词专业关联度不高且主动学习

兴趣不强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普遍推进通识性的诗

词教育，包括开设诗词名篇的背诵与赏析、诗词发

展简史等课程；对于与诗词专业关联度高，或主动

学习兴趣大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有针对性地推进专

业性的诗词教育，在通识性教育课程基础上可以开

设诗词创作、诗词名家评说等针对性强、内容深刻

的课程。通过对专业性教育和通识性教育的分离，

既做到诗词文化氛围的营造，又做到新一代诗词传

承者的塑造与培养[6]。 

(五) 高校诗词教育要注重激发大学生的主体

创造力 

诗词学习能培养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而这两

点是创造力的重要来源。创新、创造是诗词的魂魄，

是诗词魅力所在。正是由于历代诗词名家对诗词的

不断创新创造，才有经典诗词的辉煌成就。在调查

中，有超过八成的大学生认为诗词与创新、创造有

关，说明复兴诗词文化，激发大学生群体的创造力

十分重要。但同时“很少”或“几乎不”参与诗词

创作的大学生群体占到了 74.45%，这反映出诗词文

化复兴的困境，以及推陈出新的艰难。由此看出，

高校诗词教育需要通过各种年轻人喜爱的方式、方

法，激活大学生主体的创造力。一方面把诗词创作

纳入课程体系，另一方面要在课堂外积极组织“诗

词创作大赛”“赛诗会”等活动。总之，我们要努

力激发大学生在接受诗词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创造

力[7]，以诗言志，以诗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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