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语文之课程，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

二十七年），课程设置普遍针对大一年级之新生[1]，

而发展至今，我国开设大学语文的时间共五十余年

（1952年至1978年因借鉴苏联之教育模式，分文、理

单科，故大学语文在此期间停设）。随着八十年代

高校教育复兴、大学语文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设，经

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大学语文这一学科已积累了相

当的经验，在人才培养、素质教育方面发挥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

大学语文教材作为实施教学的主要依据，是课

程建设的根本，教材的编写随着大学语文这一学科

建设的进步亦呈现出整体水平上升的趋势。自

1981年徐中玉教授第一版《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并

投入使用至今，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种版本的大

学语文教材有近2000种之多，现用于教学的约400

种左右。就整体而言，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数量日趋

增加，内容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可谓百花齐放，各

有特色，给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提供了足够宽阔的选

择空间。鉴于此，笔者搜集了自1981年至今有一定

影响力的大学语文教材210种。这其中，有使用率

极高、占市场份额30%、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

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徐中玉版《大学语文》（第八

版）；有名列“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

划”重点项目的陈洪版；亦有全国唯一获国家优秀

教材奖的王步高版。笔者对这众多教材的选文、编

排、内容、侧重、结构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与思

考，在此基础上，梳理、总结与研究我国大学语文教

材现状，提出自己的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笔者所搜集的210种教材之出版年代的基本情

况如下：上世纪八十年代8种、上世纪九十年代8

种、2000年5种、2001年5种、2002年8种、2003年8

种、2004年16种、2005年38种、2006年38种、2007

年27种、2008年29种、2009年14种、2010年6种。

笔者在本文中所作之研究，即以这210种教材为基

础。通过综合比较与分析，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呈如

下发展趋势：

一 以培养高校学生文化素质为主，注重人文
性、审美性与道德熏陶

在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中，就作品编排情况而

言，大体有四种情况：第一，以文学史为序，按时代

先后排列作品，或不分章节全书拉通，如上世纪八

十年代以来第一部《大学语文》教材徐中玉版，此版

本以先秦《诗经》为始至近代闻一多《一句话》为止，

共选作品98篇，未分章节；或按时代、朝代分章节，

如彭光芒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大

学国文》，此版本按时代为标准，分为先秦国文、两

汉国文、魏晋南北朝国文等七章；第二，按文体分

类，如王季思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之

《大学语文读本》，此版本按作品之体裁将全书分为

三个部分：诗词部分、散文部分、戏曲小说部分；第

三、在作品编排中，兼顾文学史与文体分类，如王步

高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大学语文》，

此版本将全书分为《诗经》、先秦散文、屈宋、秦汉

文、汉魏诗、汉魏六朝赋、六朝文、六朝诗、初盛唐诗

等35个部分；第四，按主题、尤其按人文主题分单

元，如徐中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

版《大学语文》；此版教材十分突出的强调了《大学

语文》在人文素质育中的作用，按照作品实际内容

特色将作品分为九个单元：人格修养、人生态度、爱

国精神、军事政治、亲情友爱、爱情婚姻、登临怀古、

山水景致、写作论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不同时期教材编写的

作品编排情况有不同的侧重，体现了不同的编写原

则，也有着不同的优点，具体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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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10种教材之作品编排情况

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总数（种）

8

8

5

5

8

8

16

38

38

27

29

14

6

以文学史

为序（种）

3

4

3

3

6

5

8

16

11

6

5

1

2

按文体分

类（种）

4

2

2

1

2

1

6

7

12

12

11

4

0

兼顾文学史

与文体（种）

0

1

0

0

0

0

0

4

3

1

1

0

0

以主题分

章节（种）

0

1

0

1

0

1

2

8

12

8

11

7

4

其它（种）

1

0

0

0

0

1

0

3

0

0

1

2

0

作品编排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2005年之前，大学语文教材编

写基本以文学史为序或是按文体分类为主。如上

世纪八十年代的八部作品中，有三部以文学史为

序，四部按文体分类，没有两者兼顾或按主题分章

节的教材出现，也就是说，以文学史为序与按文体

分类的教材数量占87%以上。接下来的几年中，教

材的编写基本遵循了这一比例，这两类教材始终占

据大学语文教材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按文学史

发展顺序编写教材是传统语文教材的编写方法，大

学语文针对非中文专业大学生，这样的编排方式有

助于系统梳理文学史的主要脉络，了解各个时期的

文学流派与主要风格；以文体分类分章，有利于学

生具体把握各类文体的特点，对于写作水平提高有

很大帮助，知识性、实用性很强。以文学史发展为

序或以文体分类的方式统合所选作品的编写特色

是上个世纪至本世纪初大学语文注重普及传统语

言文化、注重基础知识、注重教材实用性的编撰目

的的体现。这样的优势被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

们所重视，因此，既使在2009年所搜集的14种教材

中，仍有4种按文体分组；2010年搜集的6种中，有2

种以文学史为序。

1996年徐中玉教授主编《大学语文》是第一部

按主题组元的大学语文教材，开大学语文教学注重

人文性，注重提高学生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的先

河，有着较大的影响，而这一教材编撰原则被广泛

接受与实践则是自2005年始。2005~2010年按主题

分类编排作品的教材所占比例如下：21%、32%、

30%、38%、50%、67%，可以看出，此类大学语文教材

数量愈见增多，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相比上世纪

八十年代以文学史为序和按文体分类的教材所占

比例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情况而言，现在的大学语

文教材市场的重心已基本转移。教材的编写也体

现出“力求用选文的典范性来达到提高文化素质的

主要目的，以选文的丰富性取得思想启迪、道德熏

陶、文学修养、审美陶冶、写作借鉴等多方面的综合

效应。在弘扬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重视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让学生通过阅读、思考、讨论、辨析，

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前人丰富而深刻的体验、感受和

思考”[2]的编撰目的，以文化素质教育为主，注重人

文性、审美性与道德熏陶，与上个世纪与本世纪初

侧重普及语文基础知识、注重实用性、主要提高学

生写作能力的编撰原则多有不同。

二 作品选择多元化，兼顾古今中外，注重时
代性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大部份大学语文教材的

主体是由各类文学作品组成，因此，编撰者对于作

品篇目的选择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教材的编写

目的，所选篇目的时代与地域体现了编撰者的眼光

与所编教材的针对性，体现了时代对大学语文这一

课程的要求，也体现了大学语文这一课程对受众

——高校学生、尤其是高校理工科类学生的要求。

就具体而言，笔者在所搜集的210种教材中选

择了自1981年至2009年有较大影响力与代表性的

13种与2010年最新出版的4种，将每种教材中中国

古代文学作品，近现代、当代作品，海外作品所占的

比例进行了对比，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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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7种教材之篇目选择比例

年份

1981

1999

2002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书名

大学语文（第一版）

大学语文

大学国文

大学文学

大学语文

新编大学语文

大学新语文

大学语文（第八版）

新编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实验教程

高等语文

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

大学生语文课本

主编

徐中玉

王步高

彭光芒

钱理群

陈洪

丁帆

夏中义

徐中玉

郝志伦

陈思和

温儒敏

姜山秀

黄伟林

黄美玲

安红霞

莫道才

蔡翔

古代作品（%）

87

81

79

24

53

42

43

74

67

18

74

61

31

75

51

31

26

近现代、当代作品（%）

13（近现代，无当代作品）

19

21

41

41

34

33

19

23

65

25

37

46

16

44

49

62

海外作品（%）

无

无

无

35

6

24

24

7

10

17

1

2

23

9

5

21

12

由徐中玉教授所主编，1981年出版的《大学语

文》（第一版）共选作品98篇，入选作品以中国古代

文学为主（85篇），近现代作品相对很少（13篇），且

完全未涉及当代与外国文学作品。这版教材在相

当一段时间内被大多数高校所采用，且重复再版多

次，它的影响力与代表性是显而易见的。就上表而

言，此版《大学语文》在作品的编选上有着明显的侧

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占所选作品的87%，近现代

作品占13%，无外国作品与当代作品；而1999年王

步高版《大学语文》和2002年彭光芒版也基本遵循

了这一模式，古代文学作品在教材中占据绝对重心

与优势，分别占 81%、79%，近现代、当代作品占

19%、21%，无外国文学作品入选。从中可以看出，

上个世纪大学语文课程设立之初，教材在作品编选

时选择的范围较为固定且狭小——入选作品集中

在中国古代与五四前后，教材主编者旨在普及中国

传统文化知识，目光集中在古代传世经典作品上，

忽略了范围广阔的域外文明，也忽略了与现实生活

紧密相关的当代文学作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进入21世纪，对于大

学语文这一课程有了新的要求，这种情况逐渐产生

了变化。笔者所选择比较的这十七种教材中，2005

年以后出版的14种无一例外都有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近现代、当代作品，海外作品这三类作品的入

选，虽然所占比例各有不同，但毕竟作品选择的范

围大为扩张，作品选择的多元化基本形成；2005年

钱理群版、2007年陈思和版、2009年黄伟林版、2010

年莫道才版、蔡翔版教材古代文学作品所占比重甚

至低于现当代作品，这一现象说明很多学者在编撰

中进一步关注教材的时代性，关注大学语文与当代

文学之联系。

就总体而言，1981-2010年所出版的大学语文

教材作品编选具体情况，可详见表3：

从表3可知，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版的教材中，

有88%的教材编选了古代文学作品，有50%的编选

了近现代、当代作品，只有 25%的编选了海外作

品。可以说，在当时大多数教材的编撰者都把目光

放在中国古代文学之上，忽视了外国文学，也忽视

了与时代紧密相关的当代文学作品。从中可以看

出，上个世纪大学语文初兴之际，这门课程是以在

大学生中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为主，加强

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对母语的学习

了解，改变工科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缺失和以母语进

行表达与写作能力不足的现象为目的，有很强的针

对性与实用性。

这种情况在进入 21 世纪逐渐得到改变，

2000-2010年，编选近现代、当代作品的教材所占比

例全部在80%以上，03、04、07、09、10年甚至达到

100%；编选海外作品的教材所占比例全部在50%以

上，2009年甚至达到93%。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

重视依旧（绝大部份教材都编选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所占比例仍然远远在编选现当代文学或海外文

郑剑平，李澜澜：大学语文教材编撰现状研究 ··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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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教材之上）的前提下，这些变化充分说明了当

代大学语文教材编辑者目光更加宽广，作品选择也

呈现多元化趋式，对于教材受众（高校学生）的要求

也不仅仅只是初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语文基本

知识，而是兼顾古今中外，开阔眼界、提升素养，且

注重大学语文这一学科的时代性。

表3 210部教材作品编选情况

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编选古代作品的教材

8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7%

100%

100%

97%

100%

100%

编选近现代、当代作品的教材

50%

75%

80%

80%

88%

100%

100%

95%

97%

100%

97%

100%

100%

编选海外作品的教材

25%

38%

80%

80%

50%

63%

94%

61%

76%

89%

76%

93%

83%

210部教材作品编选情况（百分比）

三 注重素质与能力培养，听说读写并重，实
用性进一步增强

语文其实是一门培养提高综合素质的课程，

通过对大学语文的学习，不仅仅要求受众宏观了

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掌握语言文学基础知识，

而且要培养并提升学生读写与口头表达的能力与

素质。自1981年大学语文课程开设至今，在教材

编写的过程中，对于这一教学目的的理解与把握

也是逐渐形成并付诸实践的。具体情况，可见表

4：

表格4 210部教材之具体教学内容

年代

80

9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总数（种）

8

8

5

5

8

8

16

38

38

27

29

14

6

含文学作品选

的教材（种）

7

8

5

5

8

7

16

37

38

27

28

14

6

含应用文写作

的教材（种）

2（附录）

1

1

0

2

2

4

8

8

11

13

5

2

含语言文学基础

知识的教材（种）

7

0

2

5

1

1

2

14

9

11

8

9

3

含演讲与口才

的教材（种）

0

0

0

0

0

2

2

6

3

5

6

2

2

从表4可以看出，大学语文课程对于应用文写

作的重视是逐渐加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所

搜集的八种教材中，仅有两种涉及应用文写作，而

且这两部教材所涉及之应用文写作知识并非在教

材正文，而是在附录中出现；九十年代到2004年涉

及应用文写作的教材亦只有寥寥数种；2005年以后

这一情况明显改变，2005~2010年应用文写作以正

式内容的形式出现的教材占总数比例分别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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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45%、36%、33%，在其中，大部份教材是

将应用文写作单列一个部分与以文选为主的阅读

部分并列，如尹少荣主篇、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出版《大学语文》就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阅读鉴

赏》与《应用写作》；又如张铭远主编，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8年出版《大学语文》也是将教材分为两

部分《中国文化基本素养》与《汉语应用基本能力》；

类似的版本还有陈淑梅版《大学语文》（2007）、杨千

忠版（2007）、杨大方版（2007）、韩烈文版（2007）、周

欣版（2007）、吴满珍版（2007）、倪新生《大学语文与

写作》（2008）、潘艳丽《大学应用语文》、姜山秀版

《大学语文》（2008）、何锡章版（2008）、甘筱青《大学

语文读本》（2009）等等。这种教材编排形式的出现

充分体现了编撰者们对应用文写作的重视。相对

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教材以按文体分章分类的形

式提高学生写作能力而言，专列一部分针对高校学

生写作能力、尤其应用文写作能力进行培训与提

升，进一步体现与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

除书面表达能力以外，对于口头表达能力的关

注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

世纪初（1981-2002），笔者所搜集之教材中竟没有

一种涉及“演讲与口才”。2003年开始，才有大学语

文教材表现出对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关注。

至2007年，相当数量的教材开始将提升高校学生口

头表达能力的教学内容放在与阅读文选、语文基础

知识、应用文写作同样的高度。如罗玉成主编、上

海交通大学在2007年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应教

材分为三编：《语文常识》、《文学经典解读》、《技能

训练》；郭永朝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

版的《大学语文》也将全书分为三篇：阅读、写作、口

语训练；类似的版本还有陈玉苹版《大学语文》

（2007）、马秀萍《新编大学语文》（2007）、齐森华《大

学语文实用教程》（2008）、麻友平《大学语文能力教

程》（2008）、黄高才版《大学语文》（2008）、黄美玲版

（2010）、谢卫平版（2010）等等。

大学语文教材在编撰中对书面表达能力与口

头表达能力的重视，体现出当代社会对大学语文这

一学科的要求：在充分进行阅读训练、普及中国传

统文化、语文基础知识的前提下，重视应用文写作

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大学生语文素

质与综合能力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四 总结与思考
通过前文的梳理与分析，比较上个世纪课程设

立之初教材编写状况而言，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现状

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就教材内容而言，从单一的进行经典作

品的阅读训练、普及传统文化与语文基础知识发

展，到注重语文素质与能力的培养。上世纪八十年

代的大学语文教材由于内容与教学方式与高中语

文太过相似而被讥讽为“高四语文”，缺少“大学”自

身的特点，不够重视素质与能力培养则是其原因之

一。这一情况自本世纪逐渐得到改变。从近几年

出版的各类大学语文教材中可以看出，在教材编撰

上有这样的共识：传播知识并不是大学语文的目

的，大学语文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运用知识的能

力，在于提升大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表达（口头与书

面）的素质。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社会，这样的

实用性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作品选择的范围更广，当代大学语文既

不放弃对古代文学的关注，也兼顾时代性，注重教

材的编写与时代同步；既重视本土文化与母语经

典，也将目光放得更宽更广，涉及域外作品的比例

越来越重。上个世纪大学语文课程开设之初，教材

在作品的编选上范围太过固定与集中，对于传统经

典太过执着，导致作品篇目与初高中语文存在大范

围的重复，如2001年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增订

本）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相比其重复率为

26%，有的教材“其中各地中学讲过的课文竟然高达

70%以上”[3]。当代大学语文教材大多尽量避免这一

状况，在编选经典名著的同时，也尽量选择能体现

时代风貌与现实特色的当代作家作品，如安红霞主

编《大学语文》（2010）就选入了王小波《一只特立独

行的猪》、韩寒《杯中窥人》、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等

作品。作品编选的多元化，是编撰大学语文教材的

学者们正视时代、正视现实、正视历史要求的体现。

其三、从以传授具体知识、描绘文学史发展脉

络为主发展到以文化素质教育为主，在教材编撰原

则上体现为注重人文性、审美性与道德熏陶。这一

倾向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语文教材以人文主题

为标准安排结构、划分章节，前文详述，不再赘言。

其实，这样的结构编排方式虽然突显了当代大学语

文学科定位，相比单纯的传授具体知识而言明显进

步，但仍然有其缺陷：以主题为标准安排结构消解

了教材对文学史发展脉络的系统呈现，模糊了对语

文基础知识的传授，实不利于高校学生明晰我国古

代文学之概况与掌握具体知识。关于这一现象，有

相当部分的教材以附录“中国古代文学史概论”、

“中国文化简介”以及相关文化语言知识的方式进

行补充，现在看来，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兼顾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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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从强调语文基础知

识走向知识与能力并重，从以传统文学为主走向兼

顾古今中外，立足于培养高校学生的文化素质，注

重人文性、审美性与道德熏陶，相对过去而言，有着

明显的进步与提高。然而大学语文的学科建设并

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广大同仁的不懈努力与不断

创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也会在今后的努力中逐

步走向完善，走向新的成就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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