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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从人文素质教育的角度论述了大学语文在艺术类院校开设的重要性，并从教

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革新等方面探讨了艺术类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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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类院校开设大学语文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不仅人

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文化精神生活也逐渐丰富起

来。随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的逐步提升，老

百姓对艺术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艺术

类院校作为培养艺术人才的摇篮，从社会现实状况

出发，在重视专业教育的同时，亦注重学生人文素质

的培养，并在树人育人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大学语

文教学的重要性。

（一）大学语文的开设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

是高等院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具体措施

人类丰富和厚重的文化沉淀，使语文这门学科

承载着传承文明、继往开来的巨大责任。在艺术人才

的培养过程中，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培育大学生人文

精神，营造大学里文化氛围的基础课程”，是向学生

传播和弘扬先进文化知识的一扇窗口，是对大学生

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法国艺术家罗

丹曾经说过：“灵魂啊！情感啊！思想啊！都可以从

我们的态度里、相貌里表现之。”可以说，艺术是艺术

家生命和人格的外现。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大学语文

在培养学生健康人格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使学

生能在艺术和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好。前一阶段发

生的令人震惊的马加爵事件更多地引起了教育界的

深思，培养健全人格、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是现

实对大学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

（二）大学语文的开设适应了艺术人才跨越式发

展的需求

在各类与专业教育相关的专家研讨会上，许多

用人单位相继提出希望艺术类院校培养的人才不仅

要拥有精湛的专业技艺，而且应该有较高的文化素

养和艺术创造能力。无论是对音乐作品的理解，或是

美术创作中的作品构思，或是戏剧表演中对人物的

理解与定位，或是戏剧剧目的改编和作品创作，都不

仅需要创作者和表演者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艺，而且

需要创作者和表演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感知

能力。比如演唱舒伯特的古典抒情歌曲《致音乐》，表

演者必须深入理解作品，对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法

进行理解与分析，还要对作家的生平、思想、生活艺

术创意以及作品的创作背景有尽可能的透彻了解。

只有这样，表演者才能更好地领会作品的内涵和精

神，更好地传达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在情感上完全投

入“角色”，在表演中完美地演绎这首抒情歌曲，将听

众带进音乐的殿堂，完成艺术的再创造。难以想象，

一个自身无法认识和体会音乐的美好的歌者，能够

完美演唱“美妙的音乐，在多少忧愁的时刻，生活给

我无情的打击，你却把我心中的热爱唤起，向我展现

出光明天地”。更难以想象，一个不能够深切体会生

活上贫困潦倒的舒伯特，之所以能置种种无情打击

于不顾，潜心从事歌曲创作，正是因为音乐唤起了他

对生活的热爱，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的歌者，能够将

作品的内涵和精神准确地传达给听众，能够用自己

的音乐感动听众，引起听众情感上的共鸣。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艺术教育必

须从“纯粹艺术”教育中解脱出来，它的最终目标并

不是艺术活动的有形结果，而真正重要的是要唤起

艺术表演者、艺术从业人员创造的热忱，开展形式各

异、五彩纷呈的艺术活动，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

而持久的创作热情的保持和创造能力的提高，是和

艺术工作者的知识水平、文学修养紧密相连、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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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因此，通过文化的熏陶，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

在创造艺术形式和美的感觉的过程中获得美感体

验，具有较强的艺术创造和再创造的能力。这既有利

于学生积极灵活地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又将极大地

促进艺术本身的发展和繁荣。

二、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一）更新教学观念

针对艺术类院校学生往往有重视专业轻视文化

的学习倾向，大学语文的任课教师应该注意更新自己

的教学观念、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并在教学中向学

生阐明学习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学生有

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素养。

记得杨叔子院士在华中科技大学题为《传统文

化·文化底蕴·大学教育》的演讲中强调：“大学应该

做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第二，教

会学生如何思维；第三，教给学生必要的现代科学技

术和文化知识，以及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

的能力。”换言之，大学生应该有专业所长，但首先应

该有正确的思想、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成为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只用专业

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

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因此，从

长远目标来看，艺术人才的培养首先应志在“树人”，

在提高学生专业素养的同时促使学生成为一个和谐

发展的人。而大学语文的教学也应在这培养艺术人

才的艰辛过程中承担起一定的职责，而不能陷入狭

窄的工具论误区，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文学知识的传

授和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上。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文学作

品中数量最多，也最集中，因此在大学语文的教学

中，教师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应进一步把我国的

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应该结合不

同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精神层面的启发，从审

美情趣、精神意志、道德观念、人生境界等方面入手，

以思、辩、行为落脚点，用人类的优秀文学遗产去陶

冶学生的性情，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培养学生健全

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激发学生透彻地思考人生，主

动地把握人生。

《大学语文》教材中多为具有“文道合一”、“意境

优美”等特点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将得到美的享受、情感上的洗涤和精神上的陶

冶。针对艺术类学生情感充沛、思维活跃的特点，教

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讲究教学艺术，使学生“进入”

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让

学生深深地感受到：上大学语文课，是一种人生乐

趣，是精神上的宴飨！学生们穿行于古今中外的学者

文人之中，感受到屈原、陆游、岳飞、文天祥的正气，

李白的不羁，杜甫的忧国忧民，王国维的治学，鲁迅

的正直，陶渊明的潇洒，钱钟书的博学，歌德的伟大

⋯⋯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名家心灵的交融与碰撞。当

学生读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将

体会到诗人遁仕山野的闲适与乐趣，不禁有回归田

园之感，甚而神往之；当学生读着李清照的“闻说双

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

多愁”时，将深深体会到词人愁苦沉重的心情，回想

比照“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

把青梅嗅”的少女情态，内心深处不禁对词人的遭遇

产生深切的同情；当学生读着陆游的《示儿》、文天祥

的《过零丁洋》和《指南录》时，将从中感受到感人至

深、催人向上的浩然正气。这是一种动人心弦的情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完善人、发展人，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激励学生投身于祖国的文化建

设之中。

（二）依据学科、专业特点，科学设置教学内容

与课程

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基础性公共课，内容涉及广

泛，涵盖了文、史、哲、科四个主要领域，具有多功能

性，而艺术类院校的专业也各具特色，有其特殊性。

因此，笔者认为艺术类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既要遵

循语文教育和素质教育本身的规律，又可以尝试结

合学科和专业的特点，科学地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

内容。课程设置也宜多样化，不宜过于单一，只采用

一门课、一本书，可以考虑在选定一定数量的公共教

学篇目的基础上采用多门课、多本书的教学形式。多

样化的教学形式既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也有利于教

学。从学生角度来看，固然不同专业的学生有共同的

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我们无法忽视不同专业的学生

有不同的学习需求，学生企望大学语文的开设能同

自己所学的专业更好地结合起来，能够形成一定意

义上的互动。从教学来看，每位教师在具备综合的专

业素质的基础上，皆有所长，往往对某一领域有独

到、深入的研究。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不仅有利于取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有利于教师发挥所长，搞好学

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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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戏曲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在专业上需要

大量学习和欣赏中国戏曲，了解并掌握戏曲的起源、

发展以及各个阶段的特点，熟悉主要作家的作品与

风格，分析剧作中的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等。可就目

前状况来讲，戏曲表演一直存在着“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的问题，要有效地解决这个表演中的核心

问题，即解决内外结合、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的问

题，就必须提高学生鉴赏与分析戏曲作品的能力。我

想，针对该专业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教师在大学语

文的教学中应该相应地增加戏曲部分的教学，将基

础课学习与专业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既

能激发学生学习大学语文的兴趣，又能满足学生的

求知欲望，帮助学生解决专业学习上的困难，也促使

教师在该领域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研究。

另外，设定教学内容的时候，教师应正视艺术类

院校学生文化底子相对薄弱的事实和思维灵活的特

点，不宜对学生过高估计，讲解的内容过于深奥，也

不宜对学生过低估计，重复学生初高中所学知识，或

是照本宣科、袭用陈说，毫无个人见解。

（三）创新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

主动学习。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巨增的时代，知识的世

界宛若浩瀚无边的海洋，它深不可测，没有人能通读

一切。因此，教师不再是文化知识传播的中介，而应

成为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者。教师的活动在于“教学

生”，而不是“教书”，这既符合教育的目标，又是提高

艺术人才文化素养的根本。在为时有限的语文教学

中，教师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鼓励学生课前课后走进图书馆借阅书籍、查阅资料，

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加强学生欣赏文学

作品的独立性，提高学生的艺术感知力和文学鉴赏

能力，引领着学生走进文学殿堂，让学生真正热爱文

学。比如，在《雷雨》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前给学

生分配角色（分"角和#角），让学生自己研究剧本进

行排演，上课时"组和#组分别进行表演（可事先安

排，调课至排练厅或小剧场效果更佳），角色表演者

讲解自己的心得体会，其他同学根据剧本点评优劣，

说明原因，期间教师适当给予提示，最后由教师总

结。事实上，这种教学方式引起“好动”的学生的极大

兴趣，热情高涨，由于排演的需要，很多学生课前分

析剧本，其他同学出谋划策，并到图书馆借阅相关资

料作为参考⋯⋯我想，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教学的意

义将不仅仅停留在课内的四十五分钟，而从“课内”

真 正 走 向 了“课 外 ”，从 教 师 的“教 ”转 化 为 学 生 的

“学”，从为时较短的大学学习生涯拓展到人的一生。

这样的教学，不仅有效地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启发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提高文艺表演者和创作者的

文化素养。

$、着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国际$!世纪教育

委员会报告中指出：“教师的巨大力量在于作出榜

样。他们要表现出好奇心和思想开放⋯⋯传授学习

的兴趣，尤其是教师的责任。”教授大学语文的教师，

自己应对外界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对知识有着强

烈渴望，在教学的过程中，情感要十分饱满，注意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醒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并引领

着学生不断地汲取新鲜的养料，倘徉于知识海洋之

中。

在学习方面，艺术类院校的学生由于学习内容

的特殊性，往往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背景。在授

课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

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活学生长时记忆中相关的

原有知识，促进新知识的有效学习。我国古代就有

“以其所知，喻其不知，使其知之”的说法。$%世纪&%
年代，美国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十分强调原

有知识在新的学习中的关键作用，他说：“假如让我

把全部教育心理学仅仅归结为一条原理的话，那么，

我将一言以蔽之：影响学习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

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应据此

进行教学。”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音乐系

的很多学生在中专阶段学习了有关吟诵的课程，因

此在学习古诗词时，教师可以安排一些学生在赏析

诗文前根据曲谱吟诵诗歌，还诗入乐，如曹操的《短

歌行》、李清照的《一剪梅》、陆游的《钗头凤》等，以此

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良好的学习情境。闻一多

先生在讲授诗歌时常常结合绘画的教学方法给当时

西南联大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这一教学

方法的借鉴使用，将更大程度地激发我们美术系学

生的学习兴趣，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另外，大学语文讲授的课文往往出自古今中外

文学名家之手，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典型形象，反映着

人类的共同情感和普遍人性。教师可以抓住文学作

品的这一特点，激活学生的内心情感，引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引起学生的共鸣。比如，《春江花月夜》表达

了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和向往，对青春逝去的惆怅和

珍惜，以及对离别的哀伤；《塞下曲》（五月天山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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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诗人李白济世安民的愿望；《雪落在中国的土地

上》洋溢着诗人艾青满腔炽热的爱国情；《哦，香雪》

呈现了女主人公纯朴美丽的心灵世界；古希腊文学

这一异域文化则尤如一个美丽活泼的孩子，在学生

面前展现出一幅幅动人而又使人惊奇的画面，散发

着永久的魅力⋯⋯。

!、以史带文、以点带面，突出重点，拓展思维。中

华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值得讲解的作家、作品很

多，采用“以史带文”的教学方法，可以用“史”串起文

明进程中的一颗颗明珠，把各个阶段富有代表性的

作家和作品贯穿起来，形成知识体系，使整体教学更

富有系统性。比如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可以按“史”

分成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

代文学、宋代文学等单元，每个单元的讲述可以以文

学史的发展作为基本线索，先勾勒出时代轮廓，使学

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状况有一个整体了解，然后开

始作家、作品的讲授与鉴赏。这样的教学，不仅脉络

清晰，而且重点内容突出，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丰富

了学生的文化知识，而且通过学生对历史背景的认

识，使他们对作家、作品的理解能够更深刻、更富有

内涵。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采用“以点带面”

的教学方法，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作家、作品进行讲解

和分析。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安排得详略得当，而且易

于引导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真正学会学

习。比如讲到“新月诗派”，通过赏析闻一多的作品

《死水》，学生可以了解“新月诗派”典丽、凝重的一派

诗风，通过赏析徐志摩的作品学生可以了解该派轻

灵飘逸、温柔缠绵的另一种风格，通过两者诗歌的异

同比较，学生可以了解“新月诗派”基本的文艺主张。

这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并不需要对所有新月诗人

诗作祥细地逐一点评，只需以“点”（闻一多、徐志摩

的作品）带“面”（新月诗派的文艺主张和艺术风格），

不仅课内起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还留给学生

课外学习的空间。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营造生动、活泼的学习氛

围。高校的人才培养，教学的手段和方法应该适应信

息技术发展的要求。多媒体教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在

教学中的运用，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

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充分利用声音、图形、图像的

声、光、形、色效果和各种表现手法，具有形象直观的

特点，使用时能够增强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可以说，电化教学的合理

应用，其教学效果要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更加理想。比

如在讲授《春江花月夜》时可以尝试引诗入乐、诗乐

结合的教学方法，辅以投影陈谋的绘画和陆洋书法

作品《春江花月夜》，在舒缓悠扬的琴声中朗诵“春江

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

处春江无月明”，在音乐和诗文的感染下，学生们乘

着想象的翅膀神思飞越，陶醉于自己所勾勒的美丽

图景之中，感受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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