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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作品阅读培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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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品阅读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核心要义。面对目前中文系学生疏于作品、懒于阅读的困难和尴尬现
状，当务之急是努力寻找培养学生作品阅读习惯和能力的有效途径与正确方法并予以落实，藉此达到培育大学生的人文

精神，提高其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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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类基础课，中

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充满风险和探索空间

的人文学科。自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文学已经和正在

积累不计其数的属于自己的作品。一直以来，中国当代

文学史的教学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史的宏

观梳理，包括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各个时期的文学运动、文艺思

潮发展史。二是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包括１９４９年后各

个阶段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名篇佳作。两者之间的关

系就好像骨骼与血肉一样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文学史

的讲授如同塑造健壮的骨骼，搭建完备的知识概念系统；

作品的讲读则如同向文学史中填充丰满的血肉，使之鲜

活生动，具体可感。作品的赏析是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核

心要义。虽然任何经典作家作品都不是孤立的案例，而

是以文学史系统为背景参照来审视其经典意义和价值

的，但是作品毕竟是文学的根本，体现了文学的魅力、影

响和意义，离开了作品，也就不存在什么文学史，文艺思

潮、文学环境也失去了依存的基础。当代文学教学的基

础和本质是对作品的解读，只有深入地理解和发掘文学

作品的内涵，才能生发出对文学史的把握和研究。因而

作品赏析缺席的文学史是没有生命力的“死”的文学史，

作品分析不足的文学史课堂也是缺乏生气的枯燥的课

堂。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因为当代文学的作品数量逐

年不断增加，而教学课时又十分有限甚至遭到压缩，使得

作品分析与文学史讲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一般而言，为了能让学生接受完整的文学史知识系统，多

数高校的当代文学教学还是以文学史的讲授为主，而留

给数量庞大的作品的分析时间往往有限，如此便导致了

作品分析不足，史论讲授空泛的不良倾向。从而使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中被动接受枯燥的文学史常识，再加上时

代文化和社会现实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学生

阅读作品的习惯较差，仅仅满足于教材和一些评论文章，

这显然不利于当代文学的教学和发展。作为一名普通的

一线教师，对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作品阅读颇为不足的问

题深感形势之严峻，改变之迫切。鉴于此，本文意欲通过

探讨作品阅读的现状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以期形成

作品阅读教学与文学史教学的良性互动，回归当代文学

教学科学合理的正常化模式，真正发挥当代文学课程所

担负的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文学素养和审美能

力的重要作用。

１　中文系大学生作品阅读现状分析
目前中文系学生的作品阅读现状着实令人担忧。他

们轻视阅读、排斥经典，与文本阅读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日渐形成不良的阅读倾向和阅读方式。

１．１　阅读趋向快餐化、碎片化

由于网络化时代的全面到来，传统的纸质媒介正日

益被新兴的电子媒介所取代，而这也日渐改变着人们获

取资讯和知识的方式和效果，以其更为直观、更为感性、

更为具体，也更为轻松的特性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阅读倾

向和阅读方式，从而导向浅性阅读、快餐式阅读、碎片化

阅读等不良倾向。处在这种浮躁表性的阅读环境中，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们热衷于媒体、影视、网络，言必称“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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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坑爹”等网络时髦用语。很多人玩微博、微信上瘾，

每半分钟就检查一次动态更新。正如有学者所研究的：

“经过网络阅读的熏陶之后，人们既失去了阅读大部头文

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的兴趣，也失去了专注于沉思

的能力，因为思维总是呈现一种‘碎读’状态。”［１］

１．２　阅读趋于功利化、实用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试教育、功

利教育。绝大多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在

各种考试中获得高分，升入名校，找到好的工作。在这种

习惯性的应试思维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加之市场经济

的不断深化，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当代大学生普遍面临

着巨大的现实就业压力，中文专业的学生由于缺乏专业

优势而更显压力倍重。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他们不

得不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各种考试、考证和过级

等实用之学上。为此，他们埋头苦读各类教科书、辅导资

料以及各种“应试秘籍”等，自然将“没用”的文学著作冷

落、弃置于身后而无暇顾及。

１．３　阅读趋向世俗化、娱乐性

当今时代，文学已成为一种消费品，商业化的影响与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通俗作品、青春写作与网络文学如

鱼得水。在这种消费文化语境的浸染下，当代大学生们

普遍地亲睐于诸如韩寒、郭敬明的青春小说，痞子蔡、安

妮宝贝的网络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

等。而对于那些需要静静欣赏、细细品味、全身心投入的

“不合时宜”的当代文学名著却缺乏阅读兴趣和阅读耐

心，阅读趣味日趋世俗化、娱乐化。

１．４　阅读量小，阅读面偏狭

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

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

６４本。而中国１３亿人口，除开教科书以外，平均每人读书

还不到１本，更不用说读经典了。有论者于２００８年统计：

“平均每学期阅读０～５册图书的学生占样本总数５１．２％，

平均每学期阅读 ６～１０册图书的学生占样本总数

２３１％”，“统计结果表明有一半的学生平均每学期完整阅

读图书数量在５册以下。”［２］２０１２年，又有论者统计：“每学

期能阅读１～２本的占４９．７％；阅读３～４本的占２８．６％；

阅读４本以上的占６．７％；阅读量为０本的占１５％。”［３］虽

然两者考察的对象有别，不能做严格的数据对比，但从中

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或趋势：一是大学生的阅读量明显

偏低；二是大学生的阅读量仍在呈下降趋势。不仅如此，

其作品阅读取向也愈益明显，主要偏向于那些可读性强的

文学作品如余华、余秋雨、张爱玲等名家之作，从而形成阅

读视野不够开阔、阅读面偏狭的不利局面。

１．５　阅读存在畏难情绪，缺乏兴趣

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一部分同学阅读有困难，存

在畏难情绪。比如在阅读残雪和某些“寻根”文学作品

时，有些同学感觉难于理解，读不懂，因而不喜欢读。而

对于“十七年文学”中的很多红色经典，许多同学则因为

不满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而普遍缺乏阅读兴

趣，导致阅读积极性和自觉性不高。

总体而言，在当下这个文学被日益边缘化的浮躁功

利的市场经济时代，大学中文系学生冷落、抛弃和背叛作

品阅读已成不争的事实，他们不仅缺少了阅读作品的动

力，也日渐失去了对文学的热情。鉴于此，引导学生加强

作品阅读，成为当前中文专业文学史教学的当务之急和

重中之重。

２　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作品阅读培养
阅读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和交流，特别是阅读优秀

作品，就像与圣贤在对话，与智者在交谈，能提高人的认

识、丰富人的想象、激励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能使

人认识人类社会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准则，体味人类最美

好的情感，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心灵，帮助人们抵御

世俗的种种浸染，从而建立自己的审美观、道德观和人生

观。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对于青年

大学生尤其是以文学为学习研究对象的中文大学生而

言，阅读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的问题是如何

落实阅读能力的培养，下文拟就这一问题在当代文学史

教学中所应采取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一一展开解析。

２．１　培养阅读兴趣，激发阅读热情

兴趣是学习的老师，有兴趣才会有动力和热情，而由

这种动力和热情所带来的成功和愉悦又进一步激发更大

的兴趣，如此往复，便能形成阅读的良性循环机制。在这

个过程中，兴趣是关键点，也是整个机制的原发点，因此，

找准学生的兴趣点，这是教师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比

如“十七年文学作品”因其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而屡屡

招致学生的厌读、拒读，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客观上

来说，任何文学史阶段都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具有存在的

意义和价值，即使它存在着负面的因素，甚至负面因素大

于正面意义，但它始终可以给后人提供历史的鉴戒，是不

容忽视的。作为教师，固然应当让学生明白这一学理，但

更重要的是精准有力地洞悉学生的兴趣点、兴奋点，实现

成功的引导。例如讲授红色经典《青春之歌》时，把重点

放在重返历史场景，解读处在那一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的道路选择问题从而引发当下时代文化环境中知识分子

存在感的反思与自省远比一味地向学生讲授革命英雄的

政治信仰、思想理念要令人兴趣盎然得多，与学生的契合

度、融入感也强烈得多。因此，结合实际抓住学生的兴趣

点予以正确导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阅读

热情，调动阅读的积极性、主动性。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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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简化文学史教学，强化经典作品阅读

文学史之于文学作品，就像广袤夜空之星辰满布。

没有繁星闪烁，就没有美丽的夜空；没有浩淼的夜空，璀

璨的群星亦无可依存。对于当代文学史课程而言，文学

史的讲授是必要的，便于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文学思潮、文

艺运动发展的轨迹，也有助于学生从中发现和掌握文学

的特质及发展规律。但史的讲授不能面面俱到，只需简

洁明了，点到为止即可。教学重心应放在对作品尤其是

对经典作品的评析上。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面对当代

文学数量庞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当然选择首先阅读和解

析那些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代读者检验的经典作品。因

为它们既能代表每个时期最高的文学成就，也能在其产

生之后的不同时代语境中，与当时代形成对话并引起共

鸣，这就是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也是经典引

人入胜的法宝。通过简化文学史教学，强化对经典作品

的阅读和分析，既能让学生接受完整的文学史知识体系，

又能达成培养人文精神和文学审美能力的教学目标。

２．３　注重阅读方法，掌握阅读技巧

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也是当代文学教学中培养阅

读能力的重要方面。一般而言，阅读文学作品可按以下

几个主要步骤进行：第一，通过诵读，培养语感。所谓诗

读百遍，其义自现。诵读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教学

方法和学习方法。对于当代文学中的诗歌、散文、戏剧以

及小说的精彩片段，均可采用诵读的方法。通过诵读进

入情境、捕捉感觉、加深理解、产生感悟，从而培养了学生

对汉语的感觉与热爱，也提高了文学的素养。第二，分析

字词，品味细节。字词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单位，是作

者表情达意的载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首先应

该注重理解具体字词的意义和作用，潜心体味，以此把握

作品内容和作者意图。细节是作品的闪光点，是作品具

有真实感人力量的重要来源。只有通过对细节的品味与

赏析，才能真正感受文学作品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第

三，重视技巧，关注形式。解读文学作品素来分为两个基

本向度：即“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并且在文学上

关于“怎么说”往往比“说什么”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因

为它是作家之所以为作家，作品之所以为作品的根本所

在。于是，分析作品的叙述方式、结构布局、技巧方法等，

就成为阅读的重要内容。第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联

系作家的生平及时代背景，则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

旨，认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２．４　采取多种形式，促进作品阅读

作品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非一

蹴而就可达。因此，除开以上几个基本途径以外，还可通

过诸多方式予以促进催发。比如运用影像资料来增强课

堂教学效果；适当组织课堂讨论以形成教学互动；开设专

题讲座进行特别推荐或深入研讨，以弥补课堂教学之不

足；鼓励学生创作，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领会作家的创作

心理，进而深入感悟作品的内涵……总之，万变不离其

宗，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作品阅读的良性发展。

２．５　改变固有的评价机制，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解决当代文学教学中作品阅读存在的问题，还有赖

于变革现有的评价机制如人才评价体制、学术评价体制

和激励机制等，将教学也纳入高校教师考核范围，真正将

教学和科研放置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激励教师重视教学，

增强教师教改意识，保证教学的高质量运行，从而解决当

代文学教学中的作品阅读问题。

作品阅读问题既是文学史教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也是一个随时代发展而常谈常新的问题。作为一名文学

史教师，应该予以充分地重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努力

培养学生的作品阅读能力，以达到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

能力、审美能力和写作能力，培养其人文素养的终极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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