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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摘     要】 语言不仅是生活中重要的沟通工具，也是大学教育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介质。另外，语文是大学的基础文化课程，教师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在教授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也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思想道德、意志力等方面。因此，本文对大学语文

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进行研究，希望以此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训练学生的思维，还可以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进而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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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主要是指由人文知识所转化成的人文精神，其表现主要体现在人的审美品味、心理素质、生活态度、思想道德等多元化的精神世界。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教师逐渐发挥教学中学生的主导地位，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为学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语文作为大学教程中的重要学科，其对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撰写能力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现阶段在大学中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较为缺失，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基于此，本文对大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进行研究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一、大学生人文素质培育的意义及重要性

1.人文素质培育的意义人文素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其一在社会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为原则，突出人是目的；其二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主要突出人占据主导地位；其三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原则。因此，教师在实际人文素养教学中应突出学生的主导地位，强调以学生为主，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进而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2.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要性近年来随着大学生缺乏人文素养的教育，导致学生在社会上频频引发犯罪的现象，教育部门因此将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放在了教育首位。所以，我国高校的教学课程中除了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还包含人文素养，在大学语文实际教学中，只有将三者有效结合才有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倡导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为了培养更全面的人才，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以及就业指导等工作同样重要。除此之外，使人性更加完善，人格更加完美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在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学生的专业技能及专业知识没有太大差距的情况下，学生个人的人文素养以及专业素养就成了核心竞争力。

二、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现状
1.教师忽视人文素养教学现阶段，大学语文教师并未对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工具性及审美性进行全面地掌握，只注重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却忽略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另外，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仍然只是注重传授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将教学重点放在学生的考试成绩上。同时，由于教师在教学模式上没有针对学情进行创新，在语文的实际教学中只是遵循传统的上课方式，进而影响了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2.教师对人文素养教学不重视大学阶段的课程更注重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而忽略了大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导致其在“就业评价准则”中缺乏优势。因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对待语文学科都不重视，致使教师将教学重点放在专业技能的提升上，而学生将学习目标放在学习专业课程上，进而影响了大学生人文素养及综合素养的全面培养 [1]。
3.学生缺乏人文精神大学阶段学生对于语文学科的价值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仅将学习的重点放在了就业方面，并以此衡量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因此，多数的大学生以获取“大学英语四六级”、“注册会计师”、“人力资源从业资格证书”、“CAD工程师认证证书”等证书为目的，但是对于学校的读书会、书法等活动却基本忽略。另外，多数学生在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对于作者所表达的浓厚情感以及高尚的品德秉持着怀疑的态度，缺乏良好的人文精神 [2]。
4.学生受网络文学的阻碍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时代逐步成为当代大学生学习的主要途径，但是由于大学生的多元价值体系并不完善，导致其在互联网获取信息时，不能对网络上的信息进行准确地辨别，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色情暴力的信息上，以此满足自己的心理及生理的需求。同时，互联网的作用有利有弊，教师在大学语文教学中仅是将互联网的积极作用进行浅显地发挥，而缺乏对于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正确引导。除此之外，目前在网络上出现了一大批的网络文学，致使学生文学名著的阅读量逐渐减少，影响了学生对于文字的审美能力，进而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设置了阻碍 [3]。

三、大学语文教学中培育学生人文素养的方式
1.更新教学理念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师应更新传统的教学理念，在语文实际教学中体现人文价值，进而实现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目的。首先，教师应为学生树立对大学语文与人文素质关系的正确认知，并结合大学生的心理特征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进而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基本形成。例如在学习《庄周梦蝶》一课时，首先，教师可以为学生阅读课文，并让学生在聆听的同时体会庄子的思想，感悟庄子的精神境界。其次，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品读，以此不仅可以提升学生阅读与理解的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情感观和价值观，进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再如，学生在学习《瓦尔登湖》一课时，教师可以播放音乐让学生进行分段阅读，并在文中找到可以突出瓦尔登湖的句子，再与学生间针对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以及创作的感受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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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不仅可以促进学生间的交流，还可以提升学生阅读理解的能力，进而促进人文素养的培养 [4]。
2.阅读经典文学作品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必备内容。多数的经典文学作品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可以帮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将自身的人文素养提升。例如《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中经典文学作品之一，关键就在于其对于人物的描写与塑造极其丰富，与传统的文学脸谱大不相同，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将自己的情感代入，更深入的体会书中的人文精神。再如《简爱》之所以可以流传至今，在人物的塑造上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是这本书畅销世界的关键因素，学生通过阅读可以更深入理解精神上的平等是可以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又如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巴黎圣母院》时，学生可以学习作品中美与丑的反差刻画，并感受书中丑陋与美丽外表的鲜明对比。教师通过引领学生进行经典名著的阅读，不仅可以使学生学习其中的写作表达手法，还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进而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文理念 [5]。
3.改进教学方式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不能只是流于形式化，应切实的体现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实现大学教学与人文素养培育的有效性。因此，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性格特征设计相应的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大学语文与人文素养的认知。另外，教师应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并结合教材内容为学生组织读书会、迷你剧等教学活动，以此不仅可以增加学生的参与感，还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例如学生在学习《目送》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分别扮演儿子、父亲，并根据课文进行表演，学生在观看的同时，教师让学生思考作者目送谁？写了哪几个“目送”的场景？以此让学生对文中的内涵进行深刻的理解，不仅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亲人之间的情感，还可以激发学生对亲人间的深情，进而培养学生的情感观。再如在学习《春江花月夜》一课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以演讲比赛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师现将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划分，每组派出三位学生进行诵读，学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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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诵读的感情、情感进行投票选出朗诵最好的学生，其次，学生在欣赏同学朗诵的同时要思考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以及对诗歌的情境展开联想，以此，不仅可以提升学生感受诗趣的能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鉴赏水平，进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6]。
4.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网络文学教师可以有效地将互联网资源运用到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为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观，还要从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角度对网络文学进行分析，让学生多接受文学作品的熏陶，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学品鉴体系。同时，教师还应注重中华传统文学的教育，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而提升学生对人文感情的理解。例如在学习《寻梦者》一课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五四”运动的相关视频，让学生了解文章的创作背景，以此对作者创作情感有更深入地了解，进而可以更准确地表达文章的情感。另外，教师可以让学生对文章进行反复的诵读，以此领会作者真挚深沉的情感美，进而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再如，在学习《你是人间四月天》一课时，教师可以先为学生播放《人间四月天》的视频，进而引出本文作者林徽因，并引导学生观看视频且思考作者在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是运用怎样的思想感情，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朗诵，以此加深学生对诗歌内涵的了解，并学习其中的写作技巧与手法，进而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写作能力 [7]。

四、结语
由上文可知，现阶段由于教师忽略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对其不重视，导致学生缺乏人文精神，并且受网络文学的熏陶阻碍了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因此，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四条有效方式，第一条是教师应及时更新教学观念，以此体现大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情怀；第二条是教师应引导学生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以此感受名著中的人文精神；第三条是根据学生的学情调整相应的教学方式，并增加语文实践教学活动，以此让学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第四条是教师应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网络文学，以此帮助学生对人文感情有更深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