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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04年颁定的“癸卯学制”，引进了西方的分科式教学，自此出现了现代语文学科。学校是语言文字工

作的基础阵地，高等学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能弱化。但当前大学语文课程面临多重困境：课程地位边

缘化，教学内容与中学语文高度重复，教学模式固守单向灌输。本文通过分析大学语文课程现存在的问

题，旨在重塑大学语文的文化传承功能与思维训练价值，为高等教育人文素养培养提供实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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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Mao Educational System (1904) introduced Western-style discipli-
nary teaching frameworks to China, thereby giving rise to th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
ture discipline as an academic field. As foundational bases for linguistic standardization and liter-
ac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bear an indispensable responsibility in advancing lan-
guage-related initiatives. However, contemporary college Chinese courses face systemic challenge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ourse status, substantial content overlap with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a, 
and the persistence of unidirectional instructional models. This study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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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 predicaments of college Chinese pedagogy, aiming to reassert its dual imperative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ognitive cultivation. By proposing targeted reforms, this research seeks to offer 
practical frameworks for cultivating humanistic literacy withi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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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语文不仅承担着语言表达能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任务，更应成为涵育文化自信、塑造健全人

格的重要阵地。教育部、国家语委在 2022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服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

广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学生要有‘一种能力两种意识’(即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自觉规范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意识)”，高校要明确语言文字运用

能力和规范，并将其列入学校人才培养计划和毕业要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大学语文课程的改革路

径展开了多维探讨。国内研究如李宇明提出语文教育应转向大语言观，整合数字时代的语言实践[1]。国

际学界如 Cope & Kalantzis (2009)的多元读写能力理论(Multiliteracies)强调语言教学需回应全球化与技术

变革，为大学语文的跨学科设计提供了新视角[2]。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策略，缺乏对课程哲学基

础的深度挖掘，尤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融合方面的理论建构不足。一方面，部分高校存在课程定位模

糊、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导致课程吸引力不足；另一方面，学生语文基础参差不齐、功

利化学习倾向加剧，进一步削弱了课程的实际效能。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大学语文课程的现状与困境，以

期为高校语文教育的提质增效提供参考，助力培养兼具人文底蕴与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2. 大学语文课程的现状分析 

2.1. 课程设置边缘化 

当前，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中普遍处于边缘地位。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宁凌对 93 所高校 558
个专业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专业未开设《大学语文》，理工科专业的开设比例更低。即便开设，学分

和课时也普遍偏少，多数为 2 个学分 32 学时，且集中在一个学期完成，导致教学内容难以深化。相比之

下，大学外语、体育等公共必修课的学分与课时占比更高，反映出大学语文在学科地位上的弱势。一方

面，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国内汉语教学地位却在不断下降，这种情况特别

是在高校尤为突出。以北大为例，2003 年教务处在修订新教学计划，居然在全校公共课中取消了《大学

语文》课程，甚至连选修课也没有设置[3]。 

2.2. 教学内容陈旧 

教学内容陈旧与教学模式单一的问题长期存在[4]。2004 年统计显示大学语文教学“以古代文学、文

化知识为主”的占 80.73%，“以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为主”的占 14.68%，“以专题讲座为主”的占

8.26%，“以体裁为主”的占 15.6%，“以史带篇为主”的占 33.03% [5]。部分高校和教师为了省时省力，

不去创新和编写更加贴近时代的教材，而选择沿用过时的老教材。其中的相关案例大多是已过时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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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些内容不能很好地起到教育作用，这也就导致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效果低下。部分教材仍沿用文学史

框架，选编篇目与高中语文重复率居高不下。教学过程中，教师多采用“作者生平–段落分析–中心思

想”的三段式讲解，并没有脱离高中语文教学的框架。陈旧的教学内容与满堂灌输的传统教课方式，与

最初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相违背。 

2.3. 学生学习动力不足 

目前部分高校语文教材仍以文学经典赏析为主，缺乏与职业发展、社会热点相结合的实践性内容。

学生在功利化导向下，更倾向于选择“实用性强”的专业课程，导致语文课被视为“低优先级”学科。韩

雪莲的调查显示，尽管88.89%的学生认同大学语文的长期价值，但82%的学习态度受制于传统教学方法，

其中 56%的学生更期待通过课程提升人文素养，而 44%则侧重语言工具能力[6]。这种矛盾印证了自我决

定理论(Deci & Ryan, 1985)的核心观点：当学生的“自主性需求”(教学方式选择权)、“胜任感需求”(能
力匹配度)、“关联性需求”(内容与专业/生活的相关性)无法同步满足时，学习动机会系统性衰减[7]。 

不仅如此，课堂教学本质上是一种教师“教”与学生“学”双向互动的过程。对教师而言，开展教学

活动时应关注学生的学习心理倾向，既要因势利导，也要在必要时给予引导或调整，才能构建良性的师

生互动关系，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然而，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因其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对相同教学内容的兴趣程度和对教学方法的理

解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当前的大学语文课程普遍采取统一的教学内容、进度、授课形式与考核标准，

使得各类专业的学生面对的是几乎相同的教学安排和知识传递方式。这种未能充分考虑学生心理特征与

个体差异的“一刀切”教学模式，往往难以兼顾全体，结果可能造成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疲惫厌

倦，甚至产生被动抵触的心理，从而影响了整体教学成效。 

3. 课程存在的问题 

3.1. 课程定位模糊化 

大学语文课程长期面临定位不清的困境，其核心矛盾体现在教育目标、学科属性与功能价值的界定

偏差上。从政策设计层面看，教育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将其定义为“提升母语应用能力与人文素养

的通识必修课”，但实际教学中，高校对该课程的定位呈现两极分化。综合型大学倾向于强调文化传承

与思辨能力培养，例如北京大学将“大学国文”课程纳入人文通识模块，注重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而

应用型高校则更注重实用写作、口语表达等技能训练，部分院校甚至以“应用文写作”替代传统语文课

程。这种定位分歧导致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中出现“文化深度”与“工具效率”的割裂。部分高校试图兼

顾两者，却因课时限制陷入“经典文本浅析 + 格式模板训练”的拼贴模式，反而弱化了课程的核心价值。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大学语文本应成为跨学科知识整合的枢纽，但实际教学中普遍存在自我

封闭性问题。课程内容过度聚焦文学领域，缺乏与哲学、历史、科技等学科的深度对话。与此同时，高校

普遍未建立语文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的合作平台，导致“专业语境中的语言能力培养”目标难以实现。例

如医学专业的病历书写规范、法学专业的逻辑论证技巧等现实需求，鲜少被纳入语文课程设计。这种学

科协同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课程定位的模糊性。 

3.2. 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 

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实践需求的脱节，已成为制约其育人实效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教材体

系仍以文学经典为主导，这种“厚古薄今”的选编倾向，使得课程内容与学生所处的数字化、全球化时

代产生显著错位。这种滞后性导致学生对课程产生“学无所用”的认知偏差，进一步加剧功利性选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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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跨学科协同机制的缺失，从更深层次削弱了课程的实践价值。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语文

教学本应与专业教育形成联动，但现实中两者往往各自为政。医学类专业学生需掌握的病历文书写作、

工科生亟待提升的技术报告编撰能力，鲜少被纳入语文课程设计。这种学科壁垒的存在，使得语言训练

沦为脱离专业语境的抽象技能，无法回应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战略需求。 

3.3. 师生互动与学习动力不足 

大学语文课堂的互动困境折射出教育主体性的异化。保罗·弗莱雷(Freire, 1970)的银行储蓄式教育批

判揭示了传统语文教学中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单向灌输模式[8]，而学生沦为被动接收者，导致语言学习

脱离其本质——伽达默尔(Gadamer, 1960)强调的“理解即存在”的诠释学过程[9]。大学语文的特殊性在

于，其教学内容(如古典文本)本身具有多重阐释空间，但固化的教学模式却将《论语》等文本简化为标准

答案的载体，压抑了学生通过语言探索存在意义的可能性。这种矛盾进一步印证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

民，即技术理性对语言交往理性的侵蚀。这种模式下，教师作为“知识权威”垄断话语权，学生则沦为被

动接收容器，主体间性对话的缺失直接消解了哈贝马斯(1984)所强调的“交往理性”生成空间[10]。当课

堂互动降格为程序化问答时，学生无法通过对话实现认知冲突的协调与意义的重构，其批判性思维与创

造性表达的内在需求被系统性压抑，最终导致学习动力从内源性的探索欲望异化为外源性的任务服从。 
学习动力的持续衰减，可从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 1985)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框架中寻得理

论注脚[11]。当课程内容与学生认知图式、情感体验产生疏离时，其“关联性需求”的挫败直接削弱学习

意义感；标准化评价体系对“自主性需求”的压制，迫使学习行为异化为工具理性主导的绩效竞赛；而

互动匮乏导致的“胜任感需求”缺失，则加剧了学生对自身语言能力的消极归因。这种三重需求的结构

性失衡，使得学习动力陷入“意义匮乏–被动参与–效能感降低”的恶性循环。 
教育本质上是历史传统与当下经验的对话过程。然而，当前语文教学往往将古典文本固化为封闭的

审美对象，忽视其在现代性语境中的解释学重构。当《论语》的伦理思辨未能与数字时代的社群治理对

话，当苏轼的豁达词章无法介入当代青年的存在焦虑，传统文化符号便沦为悬浮的能指，学生因无法建

立“效果历史意识”而产生文化疏离。这种阐释学断裂不仅消解了师生对话的共通意义基础，更使语言

学习沦为技术性操演，背离了语文教育“通过语言走向存在”的本体论价值。 

4. 课程的优化对策 

4.1. 重构课程目标体系 

大学语文课程目标的重构，本质上是教育价值从工具理性向存在论意义的范式回归。传统课程目标

的困境源于对“语言”本质的窄化——或将其简化为交际工具，或固化为文化标本，却忽视了语言作为

的本体论属性。海德格尔(Heidegger, 1971)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为课程目标重构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12]。大学语文应超越工具性目标，引导学生通过《庄子》的寓言叙事或鲁迅的批判性文本，体验语言如

何揭示存在的遮蔽与澄明。这一路径呼应了诺丁斯(Noddings, 1984)“关怀伦理学”中教育作为“意义对

话”的主张[13]，即在古典与现代文本的互文中，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化及他者的伦理敏感性。语言实践

中唤醒学生的存在自觉，使其在符号解码与意义创造中完成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重构。这一本体论转向要

求课程突破“知识–技能”的二维框架，转向“意义生成–批判反思–生命对话”的三维目标模型。 
在实践维度上，多元智能理论为目标的层次化设计提供了方法论支持[14]。课程需同时回应三种核心

诉求：其一，作为文化基因库，传承民族语言的美学特质与思维密码，如通过《诗经》比兴手法研习培养

隐喻思维；其二，作为认知脚手架，发展批判性话语分析能力，“话语权力”理论解构文本背后的意识形

态建构；其三，作为存在实验场，创设语言行动情境，借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公共议题辩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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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伦理判断力的生长。这种分层设计打破了人文性与工具性的虚假对立，使语言教育回归其“培养完

整的人”的原初使命。 

4.2. 创新教学内容与方法 

大学语文课程的革新，需在教学内容重构与教学方法迭代中寻找突破口。教学内容的创新应突破“文

学史纲”的传统框架，构建“经典文本–现实议题–跨媒介表达”的三维内容体系。“大学语文”课程在

内容选择上要遵循“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原则，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15]。例如，在讲授

《史记》人物传记时，可同步引入当代非虚构写作案例，引导学生对比历史叙事与新媒体写作的伦理差

异；解读陶渊明田园诗时，可结合乡村振兴纪录片，探讨古典生态智慧在现代社会的转化路径。这种“以

古鉴今”的内容设计，既能激活经典文本的当代价值，又能培养学生的现实关切。 
不仅如此，教学方法的革新需从“知识传递”转向“能力孵化”。项目式学习可作为核心实践路径：

围绕“城市文化记忆挖掘”“社交媒体语言景观分析”等主题，组建跨专业学生团队，完成从田野调查、

文本创作到多媒体呈现的全流程训练。在此过程中，教师角色转变为项目顾问，通过工作坊形式提供针

对性指导，如协助法学专业学生将《唐律疏议》的条文解读转化为现代法治宣传文案。数字化工具的应

用需超越技术表层，开发“AI 古诗创作助手”“虚拟现实文言场景”等深度交互平台，让学生在算法解

构与重构中理解语言规则，而非止步于课件播放或在线测验的浅层应用。 

4.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大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需突破“单兵作战”的传统模式，转向“协同共进”的生态化培养路径。首

要任务是构建跨学科教学能力提升体系，通过“文理教师结对计划”打破学科壁垒。例如，文学教师与

计算机专业教师合作开发“古典诗词算法可视化”课程，在语言美学与编程逻辑的碰撞中，双向提升教

师的学科融通能力。定期举办“新文科教学工作坊”，邀请行业专家、非遗传承人参与教学设计，帮助教

师将传统文化解读与数字出版、文化创意等前沿领域对接，确保教学内容始终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与此同时，改善大学语文需要建立多重评价体系。建立“教学–科研–服务”三维评价模型，大幅

提高教学创新成果在职称评审中的权重。设立“课程开发专项基金”，鼓励教师围绕地域文化、科技伦

理等主题建设特色课程群，并将优质教学案例纳入学术成果认定范畴。同时，推行“教师成长档案袋”

制度，动态记录教师在跨学科项目指导、数字化资源开发、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方面的实践轨迹，形成

个性化专业发展图谱。 

5. 结语 

大学语文课程作为人文教育的核心载体，其价值绝非局限于语言技能的规训，更关乎文化基因的传

承与思维范式的重构。当前课程边缘化、教学同质化等现实困境，折射出教育理念的深层矛盾：工具理

性对人文价值的挤压、标准化评价对个性表达的消解、技术依赖对批判性思考的弱化。若放任现状持续，

不仅将加剧学生母语能力的退化，更可能导致文化认同的断裂与精神世界的贫瘠。改革的关键在于回归

语文教育的本质——通过经典文本的深度对话唤醒文化自觉，借助多元教学实践激活创造性表达，最终

在语言与思想的交织中塑造健全人格。唯有打破固有模式的桎梏，大学语文方能真正承担起培根铸魂的

使命，为高等教育注入持久的人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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