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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是大学语文课程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但目前,很多大学生在上这堂课时,都感到很无聊,认为其内容枯燥无味,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无用”之学。为了

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进行变革,为古代文学注入新时代的灵魂,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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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是大学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课程内

容丰富,涵盖各个方面,古代文学的教学在培养学生综合素

质中的优势非常明显。虽说近十年,高校对大学语文课的重

视程度相较以前有了较大提高,老师和学生也比过去投入了

更多的精力,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仍存在多方面的问题,新

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运用迫在眉睫。 

1 古代文学部分教学存在的问题 

古代文学的教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老师与学生

都深知古代文学的重要性,但教学效果却不佳,对此,原因是

什么呢？这要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在于教师,另一方面

在于学生。教师在教学方式上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创新古代

文学的教学模式,学生在接受教学的心理方面存在问题,需

要改善心理状态,端正对古代文学的态度。 

1.1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教学方式上看,不少高校的教师在讲授古代文学时,

只是一味地照本宣读,并没有过多地进行延伸和拓展,一味

地将文章后的注解念一遍,划划重点后一篇文章就讲述完毕

了。从教师的文学素养上看,众所皆知,文史不分家,因此,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需要用到“文史结合”的教学方法,而这

对教师的文史知识和学术修养的要求极高,也对教师的知识

储备和教学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还

要将古代文学作品和历史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且不能是

两者的简单嫁接,在历史知识的量上要把握精准的尺度,不

能把文学课讲成了历史课,在“文史结合”中“文”与“史”

的关系里,讲历史是为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为古代文

学作品服务的[1]。 

1.2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应试教育的心理,在高中,很多学生不得不背大量

的文言文,我们也知道,古代文学也有不少文言文,这使得学

生对古代文学丧失兴趣,除此之外,学生自身的古文基础薄

弱也会使得学生对古代文学产生恐惧心理,想学却听不懂的

学生大有人在。大学生普遍存在重视自己专业课的现象,认

为专业课程是他们的“主业”,而轻视其他课程,除了中文系

的学生,大多学生会认为古代文学之类的通识课可听可不

听。而且,受高中语文课程学习的方式影响,学生通常会认为

语文学习就是字词句、阅读理解和作文的学习,只要能背诵

默写,便是达到了学习的目的,从而对大学语文的学习认知

不够,学生可能对“文史结合”的教学模式不能很快接受和

认可。再者,大学高校开设理科专业较文科专业多,理科的学 

生偏多,文史知识储备本来相对比较薄弱,以致于对古代文

学提不起兴趣。 

2 大学语文教学中实施古代文学的现状 

古代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将其纳入大学语文课程

可谓明智之选,然而,据大学生调研显示,当下在古代文学授

课期间存在以下现状：一是古代文学应用到大学语文课程中

的形式不科学,具体体现在古代文学的教材范本未能适应当

地学生的特点。据有关数据显示,有不少的学生在阅读古代

文学作品时出现读后无法理解的现象,很多学生不得不查找

大量资料,参照有关书籍进行阅读。这样看来,对于学生来说,

想要读懂一篇古代文学作品花费时间过于长久,过程过于复

杂,这样会降低学生参加古代文学课程的积极性。二是缺少

对古代文学的现代思考,未将其注入新时代的灵魂,导致不

能跟上时代潮流。 

3 古代文学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的根本属性,大学语文教学

不仅仅是教会学生识字写字,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民

族历史悠久的文化知识,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责任感[2]。因

此,古代文学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现实作

用。中国古代文学是历史的结晶,更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其

中的经典之作更是为后代人世世传颂,为弘扬民族精神和传

承中华美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除此之外,古代文学在

精神上也发挥了对现代大学生的引领作用。 

3.1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爱国情感贮藏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最深处,在国家危急

存亡之刻、在国家砥砺前行之时、在国家繁荣兴旺之时,你

那颗熊熊爱国之心就会瞬间点燃。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很多文学作品都洋溢着满满的爱国情怀,作者们无不以

国事为己任,前赴后继,演绎着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从顾炎

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勇于担当,到司马迁“常思奋不

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肝胆涂地,再到李白“国耻未雪,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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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名”的碧血丹心,这些诗句无不体现了对国家的热爱。 

3.2有利于培养学生理想的人格 

千百年来,仁义恭敬孝顺忠诚的修身精髓、匡正扶持恪

守信义的社会美德、不屈不挠弘毅宽厚的自强精神,是华夏

学子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3]。先秦时期,孔子说过“见义

不为,无勇也”,见习勇为教会我们他人遇到困难时,要伸出

援助之手,有所作为；《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发出“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的呼吁,教会我们看淡人生,不过多争抢攀比：

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教会我们要懂得孝顺父

母……古代文学能传播一种独有的信息,能揭示人内类心深

处最纯粹的情感,古代文学的每一篇作品都充满着道德感召

力量,学生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起到

提高自我道德修养的作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理想的人格。 

3.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古代文人细腻敏感,小到鸟兽鱼虫,大到山川草木,在作

者笔下都可斐然成篇。对于学生来说,这些诗篇是“潜在的

引导力量”,它可以提高审美情趣,锻炼情感意志。从杜甫“好

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朦胧春意,到王安石“墙角数枝

梅,林寒独自开”的寒冬傲梅,再到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的雄浑大漠,这些诗句无不体现了大千世界的自然

风采,让阅读的学生感受到国家美丽的大好河川。 

4 大学语文教学实施古代文学的策略研究 

古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教学的一部分,对培养学生的语

文素养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教师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要采取

科学的策略,有效地应用古代文学,从而使学生高效率地受

用,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4.1合理选取古代文学教学内容 

受专业和年级的影响,不同学校对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

课时数有所不同,特别是非中文专业的学生,上此课程的时

间少,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率地让学生掌握这门

课程呢,这就需要教师仔细斟酌,合理选取教学内容,针对性

地进行讲解。对于高中课本中出现过的选文,教师要深层次

的进行剖析,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结合幻灯片灯的形式着

重讲解重点难点。 

4.2运用新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 

大学教师不同于高中教师喜欢向学生提问,大学教师往

往停留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层面上,很少了解学生的思想,这

就使得课堂缺少活力,教师可以采取向学生提问的方式,引

发学生的兴趣,从而展开该节课内容的讲解。众所皆知,学生

处于认真听课状态的时间为20分钟左右,在课堂的前20分钟

学生能较好地吸取老师讲的知识,之后就会感到厌烦,尤其

是在上古代文学课时,如果我们能够在此时适时地转换教学

模式,而不是继续采用讲解的方式,从而延续学生专心听课

的状态,使课堂效率翻倍。变教师讲解的模式为以微课、视

频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4.3抓住学生专业特点,调动其积极性 

面对专业不同的学生,教师授课时要抓住学生的专业特

点、文化水平程度来备课。比如,针对表演专业的学生,教师

可以组织该专业的学生出演话剧,分角色朗读,让学生感受

历史人物的内在品质,在调动起积极性的同时,提高了教学

效果。又如,针对法律专业的学生,教师可以让学生探讨历史

人物的性格特征,可以将学生分为正反两方,进行辩证。 

5 结束语 

古代文学这门课程,虽说历史悠久,却依然年轻,它带

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学生培养良好品行的

范本。只要永不停息地对大学语文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手

段、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学生终会发现古代文学的美,并受

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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