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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和改革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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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大学语文课程目前的生存困境与长期以来的定位模糊有关，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将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为
中国文学课程较为合适。当前大学的语文教育，应该回归到生活现实本身，凸显文学作品内蕴的生命体验，以提高学生

汉语言文学水平为基本任务，最终达到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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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将在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培
养方案中把“大学汉语”课程由必修课调整为选修课。这

一举措马上引起了媒体、网络的广泛关注，引发了网民对

“大学语文”以及这门课所代表的高校母语教育现状的大

讨论。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高校将“大学语

文”课程列入了选修课，甚至改头换面，替换成了“论文写

作”、“应用文写作”、“文学欣赏”等课程，这种趋势还将

进行下去。笔者所在的高校也在２０１３级的本科生培养方
案中将“大学语文”调整为选修课。毋庸讳言，尽管徐中

玉先生早就撰文强调“大学语文是不该站在边缘的课

程”［１］，但作为高等教育母语课程的“大学语文”实际上已

经成为可有可无的大学公共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未来

前景如何，改革之路应该怎么走？本文将从现实出发，从

探讨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入手，对当前教学环境下大学

语文课程的改革提几点认识。

１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困境
自１９７８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先生和徐

中玉先生的共同倡导下，全国各高校相继开设大学语文

课程。经过三十来年的教学实践，“大学语文”已经发展

成为一门成熟的课程，但在转型期社会与高等教育大众

化的背景下，正面临着日渐边缘化的生存困境，其原因除

了人们强调的功利主义教学观念外，与“大学语文”课程

在教学上丧失吸引力也有密切关系。

首先，教学目的和教学安排的严重脱节使得提高人

文素养成为一句空话。高教司在１９９６年发文指出：“希
望有条件的学校，要为大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并把这

门课程的建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

要手段。”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也明确说明：“我

们大学语文教育的重心，仍必须放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

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培养上。”［２］可见，提高人文素养是本

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然而人文修养的提高不是一夕之

功，没有中长期的文学阅读和文化熏陶，是很难对学生的

人文素质结构形成有力影响的。培养文化素质，也不是

一个学期的一门课程所能完成的事情。现实情况是，各

大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程，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一般

只开设一个学期，总课时只有３２－３６课时。如此少的课
时，不要说提高人文素养，连完成教材内容的讲授都比较

困难。大多数的文学文化经典都有一定的篇幅，一般的

教材难以全文涵盖，而只能节选。因此，大多数的大学语

文课，往往最后都变成了经典片段的阅读、赏鉴课程。课

时少，学分少，很少会有学生去花时间阅读原文，老师也

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对教材上节选的经典段落进行讲

解，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强调文化知识的全面传授使得大学语文教学

不堪重负。某些教材强调选文的人文性、丰富性，哲学、

宗教、历史、文学乃至影视艺术都成为授课的内容。一门

只有３０多个课时的语文课堂，既要让学生了解古今中外
丰富的文化知识，又要培养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与理

解能力，如此繁重的教学目的只会让教学过程要么成为

“满堂灌”，要么只能似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整体的教学

质量达不到要求。而且这样的课程定位让师生双方都感

到困惑。对于教师来说，即便学问再渊博，专业能力再

强，也很难对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很了解，因此教学内容只

能根据教师自己的专长、喜好来定。如此一来，大学语文

教学又变成了单一性教学，与教材编写的初衷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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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来说，课堂内容太多太杂且难以掌握，会导致学

习上的畏难心理和厌学情绪。笔者作为授课教师就遇到

过这种情况，按照某种教材教学大纲的要求，先后两堂课

分别讲授中国的禅宗文化和北岛的朦胧诗。从宗教文化

跨越到政治抒情诗，学生在接受中有一种无所适从之感。

再次，现有的大学语文课程在教学方法设计、教材编

写上比较陈旧，使得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受传统文学

教学模式尤其是文学史教学模式的影响，大学语文的课

堂教学往往采取介绍作家生平、阐述作品主题、分析人物

形象、分析艺术特点等基本手段。学生课前没有预习，课

堂中记满笔记，考前突击复习。语文课程原有的审美感

性逐渐缺失，只剩下条条框框的知识点背诵，而这些识记

点在今天的传媒时代，通过网络搜索即能在短时间内获

得。心灵感悟被机械识记所取代，原有的教学期待并没

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自然大打折扣。

缺乏学生的兴趣支持，教学目的又难以实现，大学语文课

程的价值被怀疑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在某些理工科院

校，大学语文课程变成了较为实用的纯写作课程，如应用

文写作或公文写作，目的在于传授学生适应社会的语言

运用技能。

２　“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探讨
要改变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困境，首先必须解决对

于该课程定位模糊的问题。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

大学语文课程应该教什么没有达成统一、明确的意识，使

得教材的编写和选择成为难题，也让师生们无所适从。

对于“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无论是国家教委高教

司还是各种教材的编写者，都强调它的人文素质属性。

将课程定位于文化素质课，这与传统观念中语文课的工

具属性划清了界限，使得课程的重点从传授知识转换成

了传递人文精神。这固然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文化素质是一个

非常大的概念，因为“文化”本身就非常难以定义。文化

研究史上关于 “文化”的各种不同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

宽泛地说，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综合，是历史的积淀；

小范围来讲，人类的精神活动也包括众多。因此以提高

学生的文化素质为目的的课程教学，其手段和途径也多

种多样。这使得大学语文课程教材的编写范围可以变得

异常广阔，哲学、宗教、文学、历史、政治等各个人文领域

中优秀的作品都可以成为教学的内容。

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

《新编大学语文》（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即是采用这

种教学思路。该教材分１１个单元，选文中有哲学论文，如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有宗教讲

义，如慧能的《六祖坛经》，有历史传记，如节选自《资治通

鉴》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

献《共产党宣言》。另外，按照编选者的话，该教材还“注

重对书法、绘画、音乐，乃至园林艺术方面文章的遴选，既

为提升人文素养而设，也为培养大学生的广泛兴趣而

备。”［３］如果在实际教学中依照该教材的大纲授课，那么

大学语文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文化课，成为“中国文

学概论”或“西方文化概论”的注脚。

依照教育部高教司的发文，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目

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

表达能力”。简而言之，就是提高汉语言文学水平。尽管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依然“局限在‘语言工具论’的层

面”［４］。但不可否认，“人文教育”、“育人”的帽子实在太

大，陈义太高而难以落于实处。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

文化素养的提高确实是大学语文课程的最终目的，但它

绝不可能只通过大学语文课就可以完成，而是需要依靠

整个大学本科教育体系以及社会文化的参与。如果只考

虑大学语文的人文教育属性而不考虑其具体教学的可操

作性，大学语文教学的困境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我们可以认为，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国文则全国大

学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

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而非以“创造文学为旨

归”［５］，但其人文主义教育的途径应是中国的语言文学。

也就是说，大学语文课应是教授中国文学的课程，没有比

中国文学更能体现汉语的精髓和中国文化的灵魂。这里

的文学，可以是广义文学的概念，即具有审美属性的汉语

语言作品。在教材中加入外国文学作品，看似内容丰富，

人文性更强，但在实质上却增加了课程的负担，也使得领

悟母语文化的教学目的完成得不够纯粹。当然，在中国

文学材料的选择上，是传统文学多一点还是现当代文学

多一点，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偏重现

当代者，往往强调现代语境中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尤其注

重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在教学实践中，现当代

文学作品更受学生的欢迎。偏重传统者，强调其深厚的

人文底蕴，认为其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徐中玉先

生认为“古代文化、文学精品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历史

环境中先贤们思想、情感的结晶，历经时间考验，至今仍

然显示出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证明它能焕发出浓

郁的艺术魅力，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６］教学实践也证

明，如果教学方法得当，优秀的古代文学经典确实能得到

学生的情感共鸣，引发学生对历史文化的兴趣。

我们把大学语文课定位为中国文学课，不代表可以

照搬中文专业的课程教学方式。它不需要通过文学史的

讲授来让学生把握文学的原理、文学发展的进程和规律，

也不需要对某个文学流派有深入的了解。就笔者的理

解，它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如

何去欣赏母语文学的意蕴，由此感知背后的中国文化，在

潜移默化中达到传承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目的。

３　“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思考
从大学语文课应是中国文学课的定位意识出发，我

们应对现有的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有以下的认识：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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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欲行事，先正名。改革首要的任务即应明确课

程的名称以及与名称相符的内容与责任。长期以来，大

学语文被认为是在所有的大学课程中与中学相关教学内

容衔接最紧密的一门课程。学生一进入大学，自然而然

地认为，大学语文课就是所谓的“高四语文”。这显然是

“大学语文”课程名称带来的误解。但事实上，大学语文

更强调的是人文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是审美教育而不

是技能教育。既然不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沿袭“语文”

的说法？是要强调汉语的母语地位吗？是要突出文学的

主体地位吗？正因为我们想在这门课里囊括太多的内容

和期望，课程才如此不堪重负。既然大学语文课是针对

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中国文学课，为什么不在课程名

称中直接把教学内容亮出来？解决了正名问题，教学编

写问题的解决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次，课程改革应明确本门课程作为母语文化教育

的阶段性教学任务。母语文化教育是中国公民的终身教

育。我们承认，大学期间的语文教育是比中学语文要高

级的语文教育，但是也不能简单认为，大学语文教育的目

的就不再是语言文学水平的提高了。有人认为，“以工具

性为主的语文课程属性应当在中学语文阶段完成，已经

没有必要将之作为大学语文的主要目标。”［７］这种看法未

免有些过于乐观，在现有的阶段，应试化的中学语文教育

并没到达到我们设想的理想状态。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教

学情况来看，普通本科的大学生（非中文专业）的文学鉴

赏水平尤其是古典文学的阅读理解能力还处在一个比较

低的程度。作品无法正确理解，又如何谈得上领悟其中

所浸润的文化传统和人文关怀？如果不从现实出发，不

把教学任务框定在一个合理有效的范围内，人文素质、审

美教育的教学目标无异于空中楼阁。因此，我们不妨这

样认为，目前的普通本科教育背景下，大学的语文教育任

务仍然是提高学生汉语言文学水平，为实现终身的母语

文化教育提供有力的基础，教材大纲的编订、课程教学的

设计和教学手段的使用都应该首先考虑这一点。

再次，应顺应形势，改革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今

天的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不太受欢迎，学生过于被动以及

与现实生活脱节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今天的文学

课程教学方式基本上是受斯宾塞的科学主义知识观影

响，以自然科学的教学方式为参照，和我们传统的以涵

咏、体悟为主要手段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方式大为不同。

自上个世纪中晚期以来，随着韦伯、舍勒、哈贝马斯等人

对科学主义知识观的质疑，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在课程

教学中，应破除科学本位体系，恢复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

统，以合理的交往模式为中心，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那

么，在大学的语文教育中，我们就应该回归到生活现实本

身，采用学生主动探索的学习模式，凸显文学作品内蕴的

生命体验，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真正意义。回归生活，是

要真正贴近今天的现实，关注学生真正的心理需要，寻找

共同的话题，从传统文学文化中去汲取营养，在文学阅读

中实现情感和理性的共鸣。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则是要

改变以往老师满堂讲，学生记笔记的情形，通过各种具体

的交往、互动方式，让学生在主动提问、思考和回答中提

高汉语言文学水平，真正融入到文学的生命感悟与体验

中去。

４　结　语
大学语文教育在现有的培养方案被边缘化是不争的

事实，要改变被动局面，走出困境要从明晰大学语文教育

的定位开始。把大学语文教育定位为中国文学课程，不

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水平，也有利于我们在

现有的教学条件中展开工作。当然在课程教学中塑造大

学生人文精神、提高文化素养是一件艰巨的教学任务，不

可能只通过大学语文教育就可以完成，而是要通过一系

列的课程改革，形成中国文学课程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课程的互动来共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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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２００７－１０－２１．

［７］徐　燕．大学语文教学现实性功能的探讨［Ｊ］．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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