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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高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

赵齐阳
,

王茂春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

四川 成都 6 101 0 1)

[摘 要」高职教育具有跨界的特征
,

高职大学语文是高职学生的公共基础课
,

担负着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职业素质的任

务
,

将人文性与工具性融合作为高职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

通过项 目化和任务驱动
,

进行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和学习

方式改进
,

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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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具有
“

高等教育
”

和
“

职业教育
”

的双 (二 ) 人文素质的基本内涵

重属性
,

以培养生产
、

建设
、

服务
、

管理第一线的高 人文素质是一个人或社会在人格修养
、

道德品

素质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
。

高职大学 质
、

文化知识
、

诚信责任
、

法律和公民意识等诸多方

语文作为高职人才培养的基础性
、

人文性和应用性 面体现出来的整体文化特征
,

是人们在人文方面所

课程
,

担负着学生人文素质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

高 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
。

人文素质的

职教育的跨界特征
,

要求高职大学语文教学必须在 灵魂是以人为对象
、

以人为中心 的精神
,

其核心内

课程 目标和内容
、

教学观念和学习方式
、

教学方法 容是对人的生命
、

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
,

包括了

等方面进行改革
。

科学精神
、

艺术精神和 道德精神
。

相对于科学精

一 人文素质之于大学和大学生 神
,

人文精神更强调的是注重人的精神追求
、

人类

(一 ) 人文的基本内涵 生存和发展
,

因此
,

我们常常把人文精神与人文素

人文一词的中文
,

最早见于《易经 》中责卦的象 养等同使用
。

辞
: “

刚柔交错
,

天文也
。

文明以止
,

人文也
。

观乎 个人的人文素质质量是个人健康发展的结果
,

天文
,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

以化成天下
” 。

宋程颐 社会的人文素养质量是社会吸收人类文明积淀的

《伊川易传》卷二释作
: “

天文
,

天之理也 ;人文
,

人之 结果
,

是衡量
“

社会文明
”

的尺度
,

也是
“

社会文明
”

道也
。

天文
,

谓 日月星辰之错列
,

寒暑阴阳之代变
,

的标志
。

观其运行
,

以察四时之速改也
。

人文
,

人理之伦序
,

(三 ) 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的基本功能

观人文以教化天下
,

天下成其礼俗
,

乃圣人用责之 大学之大最重要的是大学要有文化和精神
,

大

道也
” 。

人文原本是指人的各种传统属性
。

人文
,

学文化是一所大学在传承
、

整理和创新知识的过程

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

人文的定义有几种
:

( l) 人文指 中
,

所创造并能体现自身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的文

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辞海》 ) ( 2 )指礼乐教化 化
,

人文精神是大学不能没有的灵魂
「l] 。

教育者
,

养

(传统意义 ) ( 3 )人事
,

多指人世间事 (古义 ) ( 4 )泛指 成人格之事业也
。

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 》中指出
:

各种文化现象 (通识 ) ( 5 )以
“

预期寿命
、

教育水准和
“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
,

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
,

生活质量
”

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 完成他的人格
,

于人类文化上尽一分子的责任 ;不

的综合指标
,

即人文发展指数 ( IH D ) (联合国开发计 是把被教育的人
,

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

给抱有他种

划署 )
。

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 。

前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光

我们知道
,

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
、

一个人 潜提出
“

宽大 自由教育的 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

群共同具有的符号
、

价值观及其规范
。

符号是文化 长
,

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 ;不仅在传授知识技

的基础
,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
,

而规范
,

包括习惯规 能
,

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

范
、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则是文化的主要内容
。

人 士风
” 。

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
,

即先进 人文素质教育 旨在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

的价值观及其规范
。

人文的核心是
“

人
” ,

以人为 观
、

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

形成合

本
,

关心人
,

爱护人
,

尊重人
。

简言之
,

人文
,

即重视 理的知识体系
、

养成高尚的情操和完整的人格
、

促

人的文化
。

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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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人文素质是衡量大学生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

大学生要在社会上生存下来
,

就要应对人生际

遇的各种变化
,

并要在这千变万化中谋发展
,

求幸

福
,

这就需要一个人有成熟的心智
,

强大的意志和

对职业
、

对人生饱满的热情
,

而这些就是人文素质

的具体体现
。

可见
,

无论是从职业发展还是人生经

营的角度
,

每个大学生都必须具备 良好的人文素

质
,

拥有一个丰富的精神家园
。

二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目标

高等职业院校仍属于大学的范畴
,

而大学的性

质是它 的文化性
,

但相对于本科院校而言
,

我国高

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时间不是太长
,

没有太深厚的办

学积淀
,

高职院校的大学文化氛围不浓
,

学生受到

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熏陶不够
。

因此
,

办好高职

的关键是要全面加强大学的文化建设
,

提高高职院

校的文化软实力
。

高等职业院校应该追求大学的

文化品位
。

高职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和性质属于

公共基础课
,

大学语文最具基础性
、

综合性的特点
,

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内涵
,

是拓展能力最强

的一门课程
,

对于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质
,

培养学生

的职业能力和人文素质有独特的优势
。

人文性与

工具性的结合是高职大学语文最基本的课程目标
。

大学语文是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

学习资源和实

践机会无处不在
,

无时不有
。

大学语文课程丰富的

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
,

学生对

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
。

因此
,

必须尊重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

引导学生从自身出

发
、

从现实出发
,

多角度解读
、

鉴赏文学作品
,

接受

高尚情操与高级趣味的熏陶
,

继而发展个性
,

完善

人格
。

大学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

着重培养学生

的语文实践能力
,

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

是语文实践
,

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性和完

整性
。

要求学生能具体明确
、

文从字顺地表达 自己

的意思 ;能根据 日常生活需要
,

运用常见的表达方

式写作 ;具有 日常 口语交际的能力
,

在各种交际活

动中
,

学会倾诉
、

表达与交流
,

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

沟通和社会交往
,

发展合作精神
。

三 高职大学语文的现状

高职院校开设大学语文的情况差异较大
。

课

程名称有多种
,

如大学语文
、

大学新语文
、

实用语

文
、

应用语文
、

高等语文
、

高职语文等 ;教学计划安

排
,

多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
,

一般周学时为 2学时
,

加之新生人学时间和军训等
,

实际授课时间非常有

限
。

有的院校直接不开大学语文
,

用《应用文写作》

课程代替大学语文
。

课程设置往往以本科院校教

学为参照
,

高职语文几乎是本科语文教学的
“

压缩

饼干
” 「2〕。

上述现象反映和体现了我 国高等职业教

育在培养 目标上 的能力本位倾向
,

在课程设置上侧

重于专业技能课程
。

高职大学语文教学现状体现

出人们对高职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

应用性特征的重

视
,

对其人文性一面比较轻视甚至忽视
。

四 高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探索

(一 ) 广泛调研学生的需求
,

根据反馈
,

调整相关课

程设置

笔者所在学院最初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
,

将大

学语文作为公共基础课
,

教学内容重点是应用文写

作
,

当时出发点是考虑到学生在写申请
、

请假条等

常见应用文时
,

非常不规范
,

学生在中学阶段语文

应用基础很差
,

需要加强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和训

练
。

经过三年的实践
,

通过学生访谈
、

问卷调查
、

教

师评学和学生评教
,

我们感到有必要调整
。

学生感

到传统的语文教学枯燥死板
,

希望加强 口头表达能

力训练
、

增强文学鉴赏水平
,

同时希望加强上课的

参与性和体验性
。

因此
,

我们把加强大学语文的人

文素质教育兼顾语文应用能力培养作为课程改革

的基本思路
,

语文应用能力主要体现在生活和不同

职业环境下的写作和 口头表达
,

特别强调当众讲话

切l练
,

根据专业差异和不同的培养 目标
,

分别开设

《应用文写作》
、

《经济应用文写作》等课程
。

(二 ) 恰当甄选教学内容

1
、

精选经典篇章
,

强化人文素质教育

人类文化源远流长
,

名篇巨著灿若繁星
,

而教

学时间有限
,

教学内容只能精选
,

经过深思熟虑
,

培

养 目标和学生兴趣成为甄选的主要依据
,

我们按人

格
、

人情
、

人生和审美四个篇章来组织我们的教学

内容
。

第一章为人格篇
,

包括仁爱
、

正直
、

诚信
、

宽

容四个方面
,

选取 了《论语 》
、

《孟子 》
、

《大学》
、

《中

庸》中相关的内容
,

引导学生塑造高尚而健全的人

格
。

第二章为人情篇
,

包括亲情
、

友情
、

爱情三个方

面
,

选取篇目有《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
、

《关于

友情》 (余秋雨 )等
,

引导学生对亲人
,

对朋友
,

对爱

人始终怀有优美和充沛的情感
。

第三章为人生篇
,

选取的篇 目有李开复《工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

俞敏

洪《在北京大学 2 0 08 年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辞》等
,

引

导学生怀揣梦想
,

积极奋斗
。

第四章为尚美篇
,

选

取的篇目包括《白鹅》 (丰子恺 )
、

《论趣 》 (林语堂 )
、

《论美 》 (弗兰西斯
·

培根 )
、

《美从何处寻 ?》 (宗 白

华 )
、

《湖畔林中》 (亨利
·

戴维
·

梭罗 )等
,

引导学生培

养审美能力
,

积极去感受美
,

领略美
,

并创造美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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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内容相互融合
,

既能启发学生去思考如何健全自

己人格
,

感受各类情感给予整个生命的滋养
,

又可

以点燃为梦想奋斗的激情
,

赢得一个精彩的人生
,

同时还懂得感受人生之美
,

自然之趣
,

学生的人文

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升
,

继而发展成为一个

完整而丰富的人
。

2
、

以应用文为载体
,

突显语文教学的工具性
。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
,

在处理社会事务和人

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就是语文的

应用能力
,

语文应用能力是职业能力的基础
,

主要

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

即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应

用文的写作能力
。

现代社会分工精细
,

竞争激烈
,

对人的 口头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同时
,

是

否熟练掌握各种应用文的写作技巧
,

已成为衡量一

个人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标准
。

能说会写
,

缺一不可
。

为了加强对学生这两方面能力的训练
,

突显语文教学之工具性
,

我们以学生 日常学习和生

活中可能遇到或涉及的问题 (或事项 )作为载体
,

以

项 目的方式呈现
,

共设计了七个项 目
,

每个项目中

又设计了若干个子项目
,

分别是校园社团成立和运

行所涉及的应用文
,

包括申请
、

公告
、

海报
、

招聘启

事
、

工作计划
、

规章制度等 ;大型活动的部署与开展

所涉及的应用文
,

包括请示
、

通知
、

策划方案
、

报道
、

通讯
、

总结 ;模拟组建公司和公司运行所涉及的应

用文
,

包括策划书
、

招投标书
、

邀请函
、

经济合同
、

条

据
、

市场调查报告
、

广告文案 ;行政办公所涉及的常

见应用文
,

包括请示
、

报告
、

批复
、

通报
、

函
、

简报
、

会

议记录
、

会议纪要等
。

每个项 目设计了情景导人
、

写作知识
、

经典案例
、

知识拓展
、

能力训练
。

网络实用写作 (新媒体实用写作 )
,

提供理论卡

片
,

案例赏析
,

以任务驱动的方式组织教学
,

包括任

务一
:
电子邮件 ;任务二

:
博客和微博

,

选取了白岩

松的名博《人格是最高的学位》 ;任务三
:
个人网站

。

口才训练 ( 口才与演讲 )
,

任务一
:
当众讲话 ;任

务二
:
解说

,

解说的重点是解说人物和事物
,

解说人

物重点是 自我介绍和解说他人的技巧和方法
,

选取

了《明朝那些事儿 》
、

孔庆东的自我介绍
、

感动中国

人物解说 ;任务三
:
演讲

,

选取了叶郎的《精神境界

与审美人生 》
、

王树增的《长征 》和壹周立波秀中建

党特别节 目的内容
。

(三 )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高职大学语文要尽可能改变填鸭式
、

满堂灌的

教学方式
,

增加学生 的参与与体验
,

加以现场评

价
。

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按原文阅读
、

背景知识
、

导读
、

相关链接
、

互动平台组织教学
,

背景知识重点

是作品
、

作者及文学常识介绍
,

知识拓展给学生指

明学习的方向和材料
,

主要 以好文推荐的方式呈

现
。

应用文的教学
,

按任务驱动
、

知识卡片
、

案例赏

析
、

拓展阅读
、

互动平台的顺序组织教学
,

特别是将

每个任务以工作过程呈现
,

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
、

参与性和有效性
。

最后选取部分学生对大学语文教师评价留言

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 “

语文是个很美好的艺术
,

在你

的教育下得到了升华
,

以后我们会更加的喜欢
,

希

望老师以后能继续带我们领略它的美
” 、 “

教会了我

们很多做人的知识
。

其实语文不仅学的是知识
。

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
” 、 “

语文就好像是生活
,

学会

生活
,

学会做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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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 T h e h u m a n i ty q u a li t y e d u e a t io n 15 t h e m o s t i m p o rt a n t fu n e t i o n t o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a n d e o l l e g e s t u d e n t s
.

L a n g u a g e 15 th e u n i t y o f i n s tur m e n ta l i t y a n d h u m a n i t y
.

T h i s p a p e r s t u d i e s o n t h e e u rr e n t s i t u a ti o n o f C h i n e s e

L a n g u a g e a n d L i t e r a t u er a t h i g h e r v o e a t i o n a l e d u e a ti o n
.

T h r o u g h p r
oj

e e t t e a e h i n g
,

w e a e h i e v e o u r g o a l s a t C h i n e s e

la n g u a g e a n d l i t e ar tu r e t e a e h i n g i n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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