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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语文教学，在教改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促使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

文学 （师范）专业古代文学教学必须同中小学语文教学接轨，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以适应少数民族地区对合格中小学师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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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 （师范）专业培养的

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将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中

小学从事语文教育工作。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育进

行了重大改革，语文教学更加重视发挥古代文学作

品对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美感教育的功能。

尤其在高中阶段，三年六个学期 */ 个单元的讲读

课就安排了 ") 个单元古代作品的学习，所讲授和

指导阅读的作品达 %#$ 余篇，仅 《大纲》要求背诵

的古诗词曲文就达 /$ 篇之多。但是长期以来，民

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 （师范）专业古代文学教学

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很少考虑同基础教育

的联系，这就很难给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从事

语文教育工作的学生有针对性的指导。在基础教育

总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高等师范教育如果不与

时俱进，势必对基础教育发展形成制约，也无法满

足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学习新知识适应新变化的欲

望。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现实促使民族

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 （师范）专业古代文学教学必

须同中小学语文教育接轨，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

学方法，以适应少数民族地区对合格中小学师资的

要求。

一 改革教学内容

古代文学教学应起到传承优秀古代文化的作

用，发挥其教育启迪学生智慧的功能。

!" 将人生观教育贯穿于教学之中，培养师范

生的高尚人格

教师既是 “经师”，又是 “人师”，既教学

问，又教做人。从这一点来说，古代文学教学中应

重视气质、情趣、人格的培养，古代文学所包含的

丰富的精神果实，是现代人取之不尽的源泉。仅以

古典诗词为例，如果教师能在教学中，使学生体味

到古典诗词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

大 帮 助 。 从 陶 渊 明 的 “落 地 成 兄 弟 ， 何 必 骨 肉

亲”、辛弃疾的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

兄”中，学生可以感悟人道主义者包容、善待人类

乃至万事万物的深广同情；从陆游的 “零落成泥碾

作尘，只有香如故”、李商隐的 “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学生可以学习面对打

击、不改初衷的坚定执著；从文天祥的 “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杜甫的 “国破山河

在，城春草木深”中，学生可以体味他们于国于家

的深沉感情⋯⋯每一首千载流传的优秀诗词，都融

入了生命的力量，蕴含着不死的心灵。古代文学的

许多优秀篇章，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古人对自我修

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这种主体修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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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表现的

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这对于培养师范生自

重、自尊、自信、自强的独立人格是极有启迪作

用的。

!" 教学中重视 “敬业、爱生、严谨、创新”

精神，塑造师范生的良好师德

师范生是未来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

传授知识、启迪心灵，开发智力、创造人格、播

种文明的重任。良好的师德属于师范生的素质之

首。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

到先人们那充满师爱、师道的人格风范：孔子一

生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把 “仁者爱人”的

精神倾注到学生身上，把 “师之教也，不争轻重

尊卑贫富而忠于道”的思想贯穿到教育之中。他

要求弟子 “当仁不让于师”，不文过饰非，而且

他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做学生的表率，

真 正 做 到 了 言 教 与 身 教 。 柳 宗 元 《种 树 郭 橐 驼

传》中借种树为喻，表达了要 “顺木之天，以至

其性”，也就是培养人要 “尽人之材”，因材施

教，使受教育者能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天赋，

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韩愈不仅把传道的使命赋

予了教师，而且还提出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

必贤于弟子”的观点，鼓励学生自强不息，大胆

创新，敢于超过老师。只有当教师做到了爱生敬

业，严谨创新，把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理想使命

融为一体，那么他才会对自己的劳动对象——— 学

生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之情，才会把教育事

业看成是愉快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一种需要。从

而把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一大乐事，也

才会产生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巨大精神动力。

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师范生应具备的职业道德！

#" 教学中重视培养人文个性，提升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是人类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利用古代

文学教学可以逐步完善大学生的人文个性，提升

大学生的人文精神。第一，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

理素质。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古代

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如学习 《诗

经》中的作品 《卫风·氓》 《周南·关雎》可以

引 导 学 生 思 考 怎 样 对 待 爱 情 问 题 ， 学 习 屈 原 的

《离骚》、司马迁的 《报任安书》可以引导学生

思考怎样承受理想与挫折，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第二，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心理。文学作品是作

家审美意识物态化的产物，因而是美的集中反映与

体现。古代文学作品大多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现

实生活，传达了以作家为主的同时带有普遍性的深

沉情感，反映了作家对人生真谛的探索，对人类命

运的终极关怀。阅读欣赏这些文学作品时，往往能

够荡起人的生命激情，使人产生心灵上的震憾、情

感上的共鸣，获得审美的愉悦。因此，古代文学教

学应当充分利用作品所具有的音乐性、情感性、形

象性、故事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对

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中，理解文学作品的形象

美、意境美、语言美，在获得精神享受和情感愉悦

的同时，得以陶冶性情、美化心灵、升华境界。

$" 加强文论修养和古代文化知识的教学

提高大学生古代文学修养不能光从课程本身着

力，它是一种带综合性的素养。古代汉语水平影响

对作品的解读，古代文化知识多寡则影响对作品的

理解，古代文论知识的失位将难以解释诸多文学现

象以及文学演变的内部原因。所以古代文学教学要

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寻求最佳的组合效应。目前民族

地区中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知识存在的结构性失衡，

主要是文论修养和文化知识储备不足——— 他们对作

品和文学现象的是非分析缺乏理论的穿透力，要求

对作品深入揭示时则感到力不从心；对产生艺术硕

果的文化土壤知之不多，又难以触摸古人的精神状

态、生存环境，自然妨碍对作品的把握和理解。为

此民族地区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必须加强对古代文论

和古代文化知识的教学。

%" 吸收地域文化研究成果，体现民族地区高

校教学的地域文化特色

在民族地区广袤的大地上，居住着众多的各民

族兄弟，这是他们进行一切社会活动，包括文学创

作活动的巨大空间舞台，而复杂多样的地质地貌形

成了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是其他地域不可替代

的。因此，民族地区高校指导学生进行教研应吸收

地域文化研究成果，重视地域文学研究。第一，我

国文学的发展，是与各民族的贡献分不开的。各民

族的文学都曾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作出过不可替

代的贡献。第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国各民

族既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交融。古代文学中蕴藏着

丰富的古代文明，各民族都以各自的文学或文化特

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民族地区高校的古

代文学教学，要不断吸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

课程的教学，丰富充实教学内容，体现民族地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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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学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 改进教学方法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单调，

教学形式单一，以 “填鸭式”、 “满堂灌”为

主，师生之问沟通、交流不够，相互启发、促进

不够，不利于教学相长。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中

学生采取的主要是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高校古典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应主动适

应这一时代要求。

!" 注重教学设计，实行畅所欲言式教学法

古代文学教学目前急待解决的是教与学、学

与学的互动问题。教学设计的重点与难点，核心

在于如何发挥学生的参与性，通过他们的独立思

考和判断，提高学习能力。畅所欲言式教学法只

确定一个大致的讨论范围，而不限定争议问题的

核心内容。其特点就是让学生充分发挥大脑自由

联想的能力，将脑中涌现的各种想法，甚至是极

端不成熟的想法表达出来，使大家交流各自的思

想 成 果 ， 而 暂 时 不 去 过 于 追 究 这 些 想 法 是 否 正

确。如在讲授古典小说 《红楼梦》时，教师完全

可以抛开陈旧的作者、思想、艺术等讲解模式，

而由学生自由发言，每人都来谈谈作为 “我”在

阅读中的突出感受。畅所欲言法可以使学生自由

展示自我的个性化思考，所以可能涌现出一些真

知灼见，使学生彼此促进交流。这种教学方法能

使个人更富有创造性和主动性。虽然讨论话题起

初并不十分确定或集中，但把学生的想法协调起

来，就完全可能指向对某一问题的解决。当然，

在组织教学时，教师应控制好课堂，每隔一段时

间进行一次总结，对各种想法、观点进行分类，

并精选出一些有价值的题目让大家集中讨论。

#" 借鉴前人有效方法，突出诵读训练

诵读是前人学习古文的有效方法，作者的情

感只有在读的时候才能准确地传达出来。通过诵

读，了解作品说了些什么达到与作者的心灵相感

通。通过声情并茂的反复诵读，能传达文学作品

和谐婉转的韵律，再现作品的意境美。通过诵读

能使无声的文字转化为有声的活画面，使学生借

助语言文字的描述，想象和联想而进入作品的意

境，引起心理上的快感和审美联想，从而实现学

生对文学美感的体味。如朗读曹操的 《步出夏门

行》 《短歌行》，苏轼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

辛弃疾 《咏遇乐》 《水龙吟》时，高昂、激情的语

气语调，能使学生从诵读中感受到作者的远大的抱

负和胸襟，感受到豪放和大气，从而得到美的享

受；又如用轻柔、亲切的语调语气朗读张若虚的

《春江花月夜》能感受到春江花月夜的景色，产生

“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客观感受，

更重要的是能体会到文中那落寞空虚的愁绪和 “江

月年年只相似，江畔何年初照人”的人生哲理的体

验。在灿若繁星的古代文学佳作的诵读中，通过反

复诵读，就能真正体会课文的情感，获得真、善、

美的熏陶和教育。

$" 运用比较法教学，开阔学生思路，使知识

系统化

比较法教学是比较文学在课堂上的具体运用。有

比较才能鉴别，才能充分显示个性，有助于判断和评

价。在具体教学中可以表现为横向比与纵向比。横向

比，如讲到陶渊明田园诗，可与谢灵运山水诗对比，

说明陶渊明归园田居是主动的，是想彻底逃离世俗，

寻找一种田园之乐，是 “真隐”，而谢灵运隐居是被

迫的，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发泄的情感多是对朝廷不

重用自己的一种牢骚，实际上是一种 “假隐”。与思

想关联，在艺术上，陶诗多是对生活热爱的一种朴实

真切的感受，风格平实、质朴。而谢诗则更注意对仗

工巧，语言过分雕琢，更讲究骈俪、华美。这样一对

比，学生自然容易分辨这两个山水诗与田园诗的鼻祖

思想与艺术之差异了。纵向比，如在 《诗经》教学

中，讲到小雅 《采薇》中的名句： “昔我往矣，杨柳

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它主要的艺术特征是

创造了 “以乐写哀”的诗歌美学境界，王夫之 《姜斋

诗话》曾说 ： “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

哀乐”。春色愈美，愈能惹起生离死别的哀愁，以乐

景衬哀情，哀情更突出更鲜明，故能起到倍增其哀的

艺术效果。诗歌与散文、小说在艺术上有许多相通之

处，也可以展开对比，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 将英语的一些知识引入课堂，使古代文学

的教学包含时尚元素

针对学生处在多语教育文化环境下的状况，学

生如果有着丰富的汉语词汇、语法和修辞知识，在

进行外语翻译时，就能更好地做到信、达、雅；对

外语的词汇、语法和修辞知识的学习有独特心得的

学生，往往在进行古文、 古诗的理解、翻译时，

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在讲解 《春江花月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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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时，

为了让学生体会到江潮浩荡向前奔流，在远方与

大海交相激荡的浩瀚宏阔和一轮明月仿佛在一股

神秘的蛮力推动之下跃出海面的神奇壮丽，可以

让学生体会 “生”字的妙用，并让学生尝试用同

音字 “旭日东升”中的 “升”字和李白的诗 “明

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的 “出”来替换，体

会效果的不同。学生虽然心知孰好孰不好，但仍

然可能无法说出所以然。这时，如果让学生把这

三个字翻译成英语 ，再从英语的词汇角度解释汉

字，他们很快就能找到三个单词 V>H?、H5;9 和 C7\
79CH 来对应 “生”、 “升”和 “出”，问题迎刃

而 解 ：V>H? 表 示 新 生 ， H5;9 表 示 自 动 的 位 置 变

化，C779CH 表示从隐藏到出现，很明显这里只有

V>H?(新生 )才最切合诗的意境。

!" 重视科研，让学生多参与科研实践活动

重视科研是巩固和提高教学成果不可缺少的手

段。为了让学生多参与科研实践活动，在每阶段教

学结束前，给学生布置作业，可多以小论文形式完

成，再对学生辅导，帮助其修改，形成科研小论

文，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学生选题，收集资料，鉴别

各种意见，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文章。为了不断提

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可以不断以集体或个别的形式

进行 “怎样写学术论文”的讲座，启发和鼓励学生

科研实践。学生参与古典文学的科研活动实际上体

现了教学中的 “讲与练”相结合的原则，是开发学

生智力，巩固教学成果的有力手段，也是促进学生

课外阅读，了解学术动态的有力手段。

总之，我们要正视民族地区高校师范专业古典

文学的教学的现状，同中小学语文教育接轨，不断

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以适应少数民族地

区对合格中小学师资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