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家博采

2022年第19期

我国的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专项专业性人才的地方，对高职

学生的培养，主要还是以技能技术为主、理论知识为辅的教学

方法。并且高职的学生相比之下动手能力比较强，而对于理论

知识的掌握和应变相对弱一些。因此，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

的教学过程就会比较困难，学生们对于汉语言文学的把控大多

停留在课本的层面的理解与分析，审美能力相对薄弱。这样一

来就使得汉语言文学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意义，失去了它本

身的价值。

一、高职教育中审美教育的意义

1、审美教育可以促进高职院校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有利

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大学生。在教育层面

上，高职院校要先做到培养学生们做一个合格的人，其次才是

人才的培养。要始终学会把握学生们能做与会做的相互转化。

审美教育不是一个速战速决的教育体系过程，而是需要长期

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高职学生的心理，慢慢的去升华他

们的人格，应该注重的是他们内在的修为与培养。

2、审美教育可以有效的提高个高职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和创新能力。审美教育的表达方式是独特的，可以通过简单的

艺术形式逐渐变现出来。艺术的表达，讲究的是形象、自由和

情感的充分表达。这样一来可以给高职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思维

想像空间，他们可以自由的发挥、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绘制

自己的理想模型，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变现出来，不会受到固定

模式的束缚和影响，得到答案也就不是唯一的。这样的好处也

就是可以充分锻炼高职学生的形象思维，培养他们无论在什么

情景下，都可以真实有效的完成各种学习与考验，对未来的教

育教学都会产生极大的帮助。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及现状分析

1、汉语言文学的含义与价值

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是每个中华儿女必须充分了解掌握

的一门语言能力。在如今这个高速发展的年代，语言成为了大

家沟通、讨论、表达情绪重要的途径，是不可或缺的生活

技能。

所谓汉语言文学就是对我国语言中的汉语词句、语法以及

众多古今优秀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性的学习研究分

类，它包括：古代的汉语、现代的汉语、中外文学作品、古代

文学作品等等。

作为高职院校一门基础的语言类学科，汉语言文学教学的

目的在于对学生们的文学素养进行有效的培养，逐渐增进学生

的汉语言文化知识。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专业素养的人才，有

效的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分析

（1）、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覆盖面及重视程度较低

汉语言文学是对学生的母语文化进行强化教育，以此来掌

握汉语言的正确用法，感受到汉语言特有的魅力。但是受到传

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汉语言文学只能作为高职院校的普通主修

专业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覆盖面较低。

一方面，汉语言文学课只有一部分的高职学生可以通过专

业选择来进行学习。这样一来，能接受到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学

生基数就很少，其他大部分对汉语言文学感兴趣的高职学生因

为其课程的专业性而无法选择，他们只能通过平时简单的查阅

资料来进行学习，无法得到教师专业性的汉语言文学培养，非

常不利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与推广；另一方面，汉语言文学课

作为普通专业课来说，地位自然不如其他学科，尤其是面对高

职院校，教学方向大多还是以培养全面型技术人才为主。所

以，能给到汉语言文学课的上课学时也相对较少，经常会出现

应付式的教学，学时不够，教师就少讲一点，学生们根本学不

到太多汉语言文学的相关知识，这就导致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

把汉语言文学课当做毕业应付考试的学科来对待。汉语言文化

失去了它本来应有的意义。

（2）、汉语言文学教学方法单一枯燥

汉语言文学作为强化母语学习的重要部分，其教学方法应

该是经验充足且内容丰富多彩的。但是，如今在高职院校汉语

言文学的实际教学中却不是如此，教学思维固话单一、灌输式

的理解分析、课本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等等都严重阻碍了汉语言

文学的教学与发展。

教师的教学始终脱离不了教材的束缚，所讲内容也没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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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再加上教学模式大多以看课本内容、讲解分析、回忆的方

式流程。这就使得学生很难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时间，学习变得

异常被动。汉语言文化区别于其他科目的点就在于它给学生们

的想像空间很大，没有其他学科那么多固定的公式和算法、也

没有完全需要死记硬背的模式模板，是非常灵活的一门学科。

因此，单一枯燥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逐渐丧失了自身的审美

能力的提升，无法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做到有效的结合。久而

久之，高职院校的学生会对汉语言文学这门课程产生抵触心

理，极大的影响汉语言文学教学发展以及高职学生审美素质的

培养。

（3）、高职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审美能力不足

由于高职学生基础学习能力与汉语言文学基本功相对较

差，因此，导致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学生的理解能力、情感

认知、思维扩展与创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与不足。学生们

不能在第一时间通过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正常模式，系统而准确

的理解与掌握各种文学作品以及词句语法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年

代感、文化色彩、艺术成分等等。慢慢的就会与教师产生一定

的距离感，教师与学生的思维方式不在同一个层面，导致课堂

教学效率大打折扣。学生们只是一味的为了完成学习而学习，

汉语言文化教学功能性严重不足，也对未来的语言文化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4）、当代高职学生缺乏历史年代感、换位思考能力较差

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的逐渐过上了和平的生

活，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当代高职学生出生在和平年

代，对现代文化了解比较深，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鲜事

物成为当代年轻人关注的重点。这就导致，如今的高职学生对

历史的喜爱程度偏低，缺乏一定的历史年代感。但是，我国高

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大多与古代诗词歌赋以及历史情节想匹

配，这也间接的阻碍了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化教学的发展。学生

们对历史了解比较少，教师的讲解，学生大多又不太了解，加

上如今的学生换位思考能力较差，很难去深刻的理解古诗词及

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作者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和情感，只能从表

面上去学习相关的文学知识。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就会让高职

院校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变得形式化，学生理解不到真正的汉语

言文学带来的熏陶，也不利于高职学生审美教育的开展。

三、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的审美教育体现探究

1、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地位并加大教学覆盖面

汉语言文学的良好发展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是有重要意义

的，因此，高职院校一定要提高汉语言文学在教学中的地位并

且加大教学的覆盖面。

高职院校在课程安排时，可以适当加大汉语言文学课的课

程课节，并且适当提高每堂课的教学时间。让学生们有充足的

时间在课堂上学到更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与此同时，课时的

加长，也可以让学生跟老师有更多的交流时间与空间，语言是

沟通与交流最好的方式之一，这种频繁的交流下，也可以更好

的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让教师及时发现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

存在的疑惑与问题，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处理，可以更好的帮助

学生达到预期的学习目的。

在专业选择上，高职院校除了把汉语言文学课作为专业课

以外，还可以增设选修课或者定期以历史文学讲座的形式开展

教学。例如：增设选修课的话，选修课的选择尽量安排非专业

的学生进行选择，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学习汉语言文化学

生的基数，让教学变得更加有意义；开展讲座的话，可以在每

周的，周一、周三、周五或者周二、周四的下午晚些时候开展

汉语言文化讲座，尽量不占用专业课的时间。参与人员可以是

汉语言专业的学生，也可以是爱好汉语言文学的其他专业的学

生，让学过的学生强化思维，巩固文学知识；没学过的学生能

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机会。这样才能逐步保证汉语言文学

教学逐渐符合高职院校的审美教育，让每个高职学生都有机会

去锻炼自己的审美能力，完善自己独立思考的水平。

2、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方法要有所改进与创新

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不是始终如一的，教师

与学生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学生依靠教师这个载体完成汉语言

文学知识的学习，而教师则依靠学生这个载体完成自己的教学

任务。因此，想要科学合理有效的完成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教

师在教学方面一定要有所改进与创新。

（1）、视频投放法

由于汉语言文学作品大多内涵深刻不易理解，教师单纯的

通过教材讲解翻译的方式，很难让高职院校的学生感受到作者

内心的真实想法，也无法开发学生们的审美思维。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用视频投放的方式来协助完成教学。

例如：在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有一段经

典的篇幅“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

的更快了。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

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这一

段把祥子买车后的喜悦心情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画风一转，

又展现出了祥子内心的不安与顾虑。倘若教师单纯的通过课本

很难让学生感受到祥子内心的一系列变化，所以，教师可以在

课前给学生们播放这一段的影视视频，在表演艺术家的生动演

绎下，学生们就可以更加生动形象的体会到这一段经典带来的

汉语言文学色彩。与此同时，视频投放后，教师就可以缩短讲

解时间，通过简单的讲解分析，学生们的印象就会更加深刻，

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锻炼学生们审美能力，布置下一趟课的学

习内容，课堂效率得到了全面提高。

（2）、情景再现法

汉语言文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语言文字魅力，还着

重的表现在情感与情景的特殊表现形式。因此，教师在对高职

学生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时，要着重培养学生们的理解分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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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审美能力，要让学生们能够清楚的分析与表达出作者的真

实情感，这样对汉语言教学是有极大帮助的。

例如：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草船借箭中，周瑜故意

提出要限诸葛亮十天内造出十万之箭，来刁难诸葛亮。而诸葛

亮早已看出这是周瑜的害人之计，思量后淡定表示只需三日即

可造出十万只箭。诸葛亮最后在鲁肃的帮助下，借助曹操生性

多疑的性格，使用计谋从曹操手中“借”得十万只箭，后来这

个故事广为传颂，周瑜诸葛亮二人打赌立军令状，斗志斗勇的

情景成为经典。

教师在给学生讲解这堂课时，就可以采取情景再现法。可

以在上课前让大家短暂的预习文章内容，然后教师可以将学生

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三个人，分别扮演周瑜、诸葛亮和

鲁肃，让每个小组都来还原文章中自己对草船借箭的理解。演

绎完成后，教师可以让小组之间先互相评价，指出其他小组的

不足或错误之处；然后对各小组的表现教师进行打分，分制自

行确定；最后，教师在带领大家完整的演绎一遍正确的情景，

让大家反思自己的表现有哪些不足之处。

通过这一系列的表演和学习，教师在提出相关的问题，比

如，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作者的表现形式、对自己有哪些

帮助等等。这样的教学形式下，学生们完全通过自我独立思考

的方式完成了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在审美角度，也可以做到更

加全面的分析与理解，草船借箭不仅可以看出诸葛亮的足智多

谋，还能看出来他面对难题时的沉着冷静；鲁肃则是一个重情

义，大局观念很强的人；周瑜则是嫉妒心极强的一个人。这些

人物鲜明的性格在表演对比下一目了然，学生们也能够通过文

学作品学到人物优秀性格与品质，逐步的提高自身的审美

水平。

（3）、情感共鸣法

在众多的汉语言文学作品中，学生很难深刻的体会到作者

当时的情感表达，因此，教师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很难去真正的

把文学作品内容表达给高职的学生。所以，情感共鸣法可以有

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在学习之前，教师可以先搜集作者的相关

资料与文献，然后做成视频的形式放给学生看，让学生充分的

了解每个作者的流派与表达的形式。

比如:柳永、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苏轼、苏辙是豪放

派的带表韩愈、孟郊是浪漫主义流派等等。充分的了解了这

些，就让学生在学习诗词歌赋的时候，第一时间能够辨别出诗

人的情感方向，产生共鸣，进一步的为学会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例如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中的第一句，“寻

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翻译过来就是空空荡荡

的没有主张，冷冷清清的好凄凉，悲悲惨惨好心伤。委婉的表

达了自己内心的悲伤心情。“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也是

一样委婉的表达出来。

所以情感共鸣法可以更加有效的帮助学生理解汉语言文学

带来的魅力，逐渐增加学生们的审美洞察力与想象力，完成知

识学习的同时，还可以有效的培养自己的身心发展，跟着诗人

的脚步，逐渐去改变自己的内心。

4、课外延伸法

在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课内的教学以外，还可

以适当的给学生搜集一些课外的相关文学作品或者文献资料，

让学生们慢慢的拓展自己的文学领地。像一些现代读物、中外

著名小说、散文等等。让学生们的不拘泥与课堂上的学习，在

课后或者闲暇时间都可以感受汉语言文学带来的乐趣。增长知

识的同时，还可以陶冶情操，完善自己的审美思想，不会由于

长期的课堂学习产生审美疲劳。也是间接提高教学质量与效

率，完善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教学体系。

结语：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素质教育

的必不可少的。汉语言文学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对未来

高职学生的发展是有深远意义的。因此，在汉语言文学教学实

践过程中，积极培养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做出相应的教学改

变，即要有所创新。与此同时，教学的过程要和高职审美教育

有效的结合,这样才能让汉语言文学教学变得更加细腻。在如

今文化、思想、艺术交流与日俱增的时代，高职院校一定要扛

起汉语言文学这面大旗，让中华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普及与推

广。我们相信，未来的汉语言文学一定会有所发展，芊芊学子

们会承载着希望，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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