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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汉语教学内容改革 ①

———基于“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罗欣蓉
（湖南农业大学 东方科技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以往的现代汉语课在教学内容上忽视学生的专业特点，脱离学生的社会生活，远离时代步伐，导致教学实效

不高。“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用它指导现代汉

语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社会生活实际和心理、需求进行改革，对有效实现现代汉语教学目标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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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课不仅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也是一些相关文科专业开设的一

门公共课。但由于教学理念陈旧、内容枯燥、方法呆板等原因，学生对现代汉语课的兴趣不大，尽管老师

教得很辛苦，但是教学效果一向不佳。本文试图通过引进“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探讨现代汉语教

学内容改革的问题。

１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本”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教育上最根本的体现，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的需

求为导向，充分肯定学生的主体地位，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如个体差异和情感因素等在学习中的作用，

积极采取措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培养多层次全面发展人才为目标的一种全新的教学

理念。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对于现代汉语课堂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实践证明，只有把学生内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现代汉语课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在以往教学中，不少教师忽视学生是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人，把学生看成纯粹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一

味使用“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法，导致现代汉语课难以取得实效。在现代汉语课教学过程中贯彻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有利于克服过去教学中的一些弊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有利于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坚持“以学生为本”，一方面是教学内容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教学

方式和方法要有利于学生掌握抽象枯燥的知识。这就要求教师运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事例、新颖的形

式、科学的方法开展教学活动，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讨论，增强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第三，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有利于促使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理论修养的业务水平。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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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一门理论课，内容抽象，而且与社会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很好地贯彻“以

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首先要做到自身的理论素养过硬，其次要有刻苦学习努力钻研的精神，紧跟时

代步伐，与时俱进，不断地超越自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成长，体现了教学相长的深刻道理。

２　以学生为本，改革教学内容
与文学课相比，现代汉语课既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理论性强，内

容枯燥，这些都是客观现实。但是造成学生没兴趣的原因主要还是教材体例刻板，教学内容不分对象、

专业，重理论轻实践，脱离现实生活。因此，教师需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具体情况、具体要求，密切联系社

会生活对教学内容作大胆的改革。

２．１　根据专业特点，调整教学重点
现代汉语课主要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部分内容，知识丰富，结构复杂，而不同专业的

学生的培养目标以及兴趣需求都有所不同，教师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和教学目标，调整重点，合理安排教

学内容。对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外语等专业的学生要将语法部分作为教学重点，并注意汉外语法特

点的比较，让学生在比较中掌握相关语法知识，把握汉语、外语各自的语法特点，为以后的语言工作打好

基础［１］。对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要将语音部分作为教学重点，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汉语拼音，开展扎实

深入的语音教学实践，使学生在语音表达上做到准确、优美、生动、流利，以便能胜任将来的播音主持工

作。对于新闻、文秘、法学等专业的学生而言，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特别是得心应手地

撰写应用文的能力非常重要，因而词汇部分的教学不可忽视，尤其是词义的教学更要重视，同时增加一

些职业词汇的教学也很有必要。对广告专业的学生要加强修辞部分特别是修辞格内容的教学，广告语

言中，修辞格必不可少，在教学中结合成功的广告语来讲授修辞内容，让学生感到修辞格在广告语写作

中的重要作用。对理工科的学生则可将教学重点放在语言兴趣的培养上，使学生认识到语言学习的重

要性、语言表达能力对学习和工作的重要影响。将语法、词汇和修辞作为授课重点，让学生把握语法特

点、懂得词义辨析、掌握修辞规律，并用来指导语言实践，使语言表达更加规范、准确、生动。

２．２　联系社会生活，拓展教学内容
传统的现代汉语教学普遍存在内容抽象、枯燥难懂，并且脱离实际、忽视应用的问题，使得原本产生

于鲜活言语基础上的现代汉语课程丧失新鲜感和生命力，也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大。因此，现代汉语教

学内容必须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应用进行拓展革新。

首先，增加与语言文字相关的社会文化内容。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最具有人文性的一种社会

现象，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维、心理、历史和价值观。以往的教学内容过于强调现代汉语的科学性，而忽

视了它的人文性。在现代汉语课堂适量地导入文化的内容，有助于增强学生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力，开拓

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文字部分可以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进行教学。汉字是汉文化的主

要元素之一，是汉文化的形象符号，记录了汉文化的全部历史。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造字法造出

的汉字都有各自的文化内涵，和汉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２］。

其次，增加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的深度。现代汉语虽然有理论性强、抽象的特点，但如果将

知识与学生实际生活相结合，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可以使他们更深入地理解、掌握所学知识。

例如我们可以结合学生方言特点让他们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以语音部分为例。现代汉语中没有入声

字，因而在讲授“入声”这个概念时，很多同学都一头雾水，不仅理解起来有困难，更不懂怎么发音了。

但如果请粤方言区的学生示范发音，并且将它们进行归类分析，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概念，甚至还能顺

势讲授“入派三声”这个更为抽象的知识。

最后，增加与社会需求相关的实用性内容。一直以来，很多教师都将现代汉语课讲成一门纯理论

课，这是导致学生对该课程丧失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实际上，现代汉语课不仅是理论课也是实

践课，它有很强的实用性［３］。例如“文字”这章中“汉字的笔画和部件”内容就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教师

如果能将它与汉字信息处理相结合，则可以应用到五笔字型输入法中。这样一来，学生不仅深入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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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笔画和部件的内涵与作用，还掌握了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原理，甚至也初步掌握了这种输入法的技

能，对适应计算机普及的信息社会很有帮助。

２．３　紧跟时代步伐，采用全新语料
语言的变化发展与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体现着时代的脉搏，但现有教材的很多例句远离时

代，无从体现现代汉语的“现代性”。这就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由空间，紧扣时代脉

搏，把语言与社会生活、文化知识联系在一起，选用全新的语料，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预期的教

学目标。选用语料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注重人文性。人文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中一个重要内容，如何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

教育者普遍关心的课题。现代汉语教学过程中采用具有显著人文性特征的语料是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

主要途径。例如讲到汉语声调时教师可通过援引经典对联范例阐释平仄概念，讲文字的结构时可以引

用一些古典字谜的例子，讲存现句时可以运用《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中人物描写的范例等，以

此增强课堂的文化氛围，增加学生的人文知识。

第二，讲究趣味性。要改变学生对现代汉语课的枯燥无味印象，必须在教学中运用一些生动有趣的

语言现象和语言材料。如讲到结构助词“的”时，不妨以一个小幽默开始：有一天晚上，一个黑社会大哥

牵着狗溜圈，一个杀手从草丛里蹿出来，啪啪两枪把狗打死了，大哥大怒：“你杀我的狗干什么？”杀手冷

哼一声：“有人花５００万，让我取了你的狗命！”黑社会大哥眼含热泪看了一眼杀手，说：“告诉我，你的语
文老师是谁？”同学们听到这个小故事时都大笑起来，这时教师若趁热打铁，引导学生对助词“的”的用

法进行思考和探讨，则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三，注意时尚性。大学生都喜欢追求时尚，教师如果能在课堂上引入时尚语料，将给语言教学带

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词汇部分讲授新词语时，教师如果照搬课本上“火箭”“卫星”“计算机”等词语，

学生会不以为然，因为这些词语早就不是什么新词了。如果能替之以“打酱油”“豆你玩”“蒜你狠”“微

博”“裸婚”“萌萌哒”“点赞”“正能量”“中国大妈”“逆袭”等词语，就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拉近和学生的

距离。这时教师再适当地讲述新词只有接受社会和时间的检验才能进入词库，那些经不住时间考验的

“新词”只能是昙花一现，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要兼顾创新与规范等道理，学生则会欣然接受。

３　结语
我们以往的现代汉语课在教学内容上忽视学生的专业特点，脱离学生的社会生活，远离时代步伐，

极大地影响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影响了教师的教学热情，使得现代汉语教学实效不高。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也有利于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还有利于促使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的业务水平。用“以学生

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我们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社会生活实际和心理、需求对现代汉语教学内容进行

更新，对有效实现现代汉语教学目标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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