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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语文》是一门公共素质课程，也是一门鉴赏课程，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和综合人文素养的
一门必修课。
我认为文化素质教育应是伴随人的一生的教育，因此，它是人的一生所受教育的最重要的部分，而语
文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基于文学即人学的认识，在语文教学中应十分注重培养人文精神。
我坚信学生在知名家、见经典，领略中华优秀传统，博采世界文化精华的过程中，有能力感受文章的
美，有可能挖掘生活的美，有希望创造人生的美。
我坚信通过语文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阅读、欣赏、分析能力，而且可以增强其人文底蕴，并使之
逐渐转化为其自身内在修养，助其形成积极向上、宽容开朗的人生观，从而促进人才培养。
我为此而努力。
　　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呼吁已多年，但在实际教学中却总未见有实质上的改变。
就篇讲篇的教学路子如果不能打破，素质教育就是空谈，提高“大学语文”课程的地位也是空谈。
今后的语文类课程应该如何讲，我想它将更重视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关注学生思维鉴赏能力的提
高，更关照学生兴趣爱好的发展。
有几点想法，在这里与大家探讨。
　　首先是教师角色要改变。
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而应是拥有现代教育观念、善于合作的探究者，良好探究氛围的创造者
，学生探究活动的观察者和服务者。
教师要改变自己的角色，使课堂成为学生发表个人见解、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让学生体会到成功的
喜悦、思考的价值，真正做到把课堂还给学生。
　　其次是给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
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地进行探究式活动，不仅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也
有利于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发展。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成为知识的探究者和发现者。
问题由学生提出，思路由学生探索，方法由学生寻找，意义由学生概括，难点由学生突破，习作由学
生点评，让学生自主确立学习目标，自主搜集资料，展示自己搜集、研究的成果，这无疑是培养学生
语文素养的一个有效方法。
　　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教师转变了观念，学生才能有自主空间。
要使大学语文的教与学良性发展，教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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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现当代文学指“五四”前至今的文学，即包括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当代文学是指社会主义时期文学。
　　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新思
潮、新文学的启迪下，产生了改革文学以唤起民族觉醒的启蒙要求，在理论、诗歌、散文、小说、戏
剧各个领域进行了文学改良的初步尝试，这就为“五四”文学革命做了思想与文学的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新的民主势力——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
“十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在此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
“五四”文学革命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提倡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
话文。
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锋芒所及，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引起巨大的变革，一个文学发展的新
时期到来了。
　　现代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几十年发展过程中，随着中国革命与社会性质的演变，
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转折，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历史阶段
。
两个阶段的文学既有各自的历史面貌，显示出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又具有共同的传统与特点，存在着
内在的连续性。
　　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
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
新时期文学主要是批判和否定“文革文学”，回归“十七年文学”。
20世纪80年代文学超越了“十七年文学”，回归“五四”，进而学习西方，完成“五四”未完成的“
现代性”，但对于西方文学的学习主要限于艺术形式上。
90年代文学则是沿着“五四”方向前行，充分借鉴西方，继承传统，文学体制双轨制，文学现象多元
化，通俗文学得到充分的发展。
新世纪文学不再有学习的目标，而是独立自主地发展，处于“自由”与“自为”的状态，文学现象非
常复杂，写作方式、作家身份、读者阅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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