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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语文教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又是一个价值体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教学体系中蕴涵着广博浓厚的内涵，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审美情趣，同时对于青年学生
意识、思想、心灵情感和人格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1999年以来，我系先后承担了两项校级语文教改课题，在研究国内外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
对大学生语文素质教育做了较系统的探讨，进一步明确处于高等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应肩负的两大重
要使命：一是充分发挥语文的人文教育功能；二是强化学生的语言认知能力、阅读理解能力，提高学
生语言文字表达水平。
因而，“大学语文”课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门课程，而是着眼于大学生综合文化素质教育的语文
教育系统。
基于此，我们编写了西安交通大学“十五”规划教材《大学语文》。
2004年初版以来已重印5次。
2007年获西安交通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
本教材此次修订在总结西安交大等具有深厚的理工科背景的综合性院校学生语文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力求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以下特点：　　人文性。
人文性的内涵阐述可分为道（精神、思想等）、智（知识、智力）、情（陶冶情操）、美（审美情趣
）等方面。
语文教育中工具性是躯壳，人文性是灵魂。
没有精神的语言文字和没有语言文字的精神都是不存在的，因而，本教材力求以蕴涵于文学名著名篇
之中的文化内涵、人性之美给学生以感染与熏陶，同时提高其阅读理解能力和艺术鉴赏力。
　　整合性。
打破中小学语文与大学语文的时空界限，对重要作家、名著名篇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开掘认识，从而
使本教材具有完整性、系统性，使学生通过中外文学发展概述部分对中外文学发展有一个较系统的宏
观了解。
同时，梳理中小学阶段所接触到的语文知识，将学生进入大学之前所接触到的写作知识按照写作学的
规律加以系统化，将应用写作作为大学阶段语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性。
按文体体裁划分知识单元。
基础阅读部分区别于一般教材单纯的篇章选取，而是首先概述文学体裁的特点和鉴赏途径，单元内作
品选取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的作品，并以历史进程为纵线安排顺序，同时兼顾同类风格的作家作
品归并。
力求以教材所选篇目的点带出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使学生对文学以及文化发展有宏观的把握。
　　综合性。
语言文学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全球化趋势推进下，中外语文的沟通与交流日益加强。
本教材适当增加了外国文学作品的篇目。
希望通过外国文学鉴赏和中外文学的比较，使学生对中外文学发展、中西文化发展有一定的宏观把握
。
同时重视当代性，增加了现当代作品介绍，注意选择文章本身内涵深厚，常读常新的，有着强烈的当
代意识的经典名家名篇。
　　能动性。
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教材的鉴赏导论、课文提示、注释系统、练习系统均与学生的自主学习问题紧密结合，以开放性的思
考与练习设计，注意引导学生去学习课外的相关知识，力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创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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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语文教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又是一个价值体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教学体系中蕴涵着广博浓厚的内涵，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审美情趣，同时对于青年学生
意识、思想、心灵情感和人格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1999年以来，我系先后承担了两项校级语文教改课题，在研究国内外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
对大学生语文素质教育做了较系统的探讨，进一步明确处于高等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应肩负的两大重
要使命：一是充分发挥语文的人文教育功能；二是强化学生的语言认知能力、阅读理解能力，提高学
生语言文字表达水平。
因而，“大学语文”课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门课程，而是着眼于大学生综合文化素质教育的语文
教育系统。
基于此，我们编写了西安交通大学“十五”规划教材《大学语文》。
2004年初版以来已重印5次。
2007年获西安交通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
本教材此次修订在总结西安交大等具有深厚的理工科背景的综合性院校学生语文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力求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以下特点：　　人文性。
人文性的内涵阐述可分为道（精神、思想等）、智（知识、智力）、情（陶冶情操）、美（审美情趣
）等方面。
语文教育中工具性是躯壳，人文性是灵魂。
没有精神的语言文字和没有语言文字的精神都是不存在的，因而，本教材力求以蕴涵于文学名著名篇
之中的文化内涵、人性之美给学生以感染与熏陶，同时提高其阅读理解能力和艺术鉴赏力。
　　整合性。
打破中小学语文与大学语文的时空界限，对重要作家、名著名篇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开掘认识，从而
使本教材具有完整性、系统性，使学生通过中外文学发展概述部分对中外文学发展有一个较系统的宏
观了解。
同时，梳理中小学阶段所接触到的语文知识，将学生进入大学之前所接触到的写作知识按照写作学的
规律加以系统化，将应用写作作为大学阶段语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性。
按文体体裁划分知识单元。
基础阅读部分区别于一般教材单纯的篇章选取，而是首先概述文学体裁的特点和鉴赏途径，单元内作
品选取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的作品，并以历史进程为纵线安排顺序，同时兼顾同类风格的作家作
品归并。
力求以教材所选篇目的点带出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使学生对文学以及文化发展有宏观的把握。
　　综合性。
语言文学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全球化趋势推进下，中外语文的沟通与交流日益加强。
本教材适当增加了外国文学作品的篇目。
希望通过外国文学鉴赏和中外文学的比较，使学生对中外文学发展、中西文化发展有一定的宏观把握
。
同时重视当代性，增加了现当代作品介绍，注意选择文章本身内涵深厚，常读常新的，有着强烈的当
代意识的经典名家名篇。
　　能动性。
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教材的鉴赏导论、课文提示、注释系统、练习系统均与学生的自主学习问题紧密结合，以开放性的思
考与练习设计，注意引导学生去学习课外的相关知识，力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创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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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概述附：拓展阅读书目第三单元 小说部分第一章 小说鉴赏导论第二章 中国小说概述第三章 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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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构思过程的本质是通过新颖巧妙创设的意境，精心雕琢的语言，意趣横生的形象，表现独特的思
想感情、个性的心理感受，从生活的现象中开掘本质、显示一般，使诗人自我的感觉世界和情感世界
达到和谐与统一，使诗的形式与意境达到和谐与统一。
　　（四）神与物游，形神兼济：意境——诗化了的生活　　中国古代诗人对意境多有阐释，也都无
一例外地十分重视诗的意境。
“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是也。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具体说就是内情与外景的水乳交融，情理、形神的和谐统一，是作者的
思想感情和描绘的生活图景融合而成的境界，就是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启示力的富于诗味的艺术世界。
　　“思与境偕”（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
诗歌是主观性极强的艺术，“意”是人的意识、人的思想、人的情感。
从根本上来说是诗人的审美体验和认识，最终表现为诗中个体生命的投射和反映。
如同黑格尔所说的：“抒情诗的主体的首要条件就是把实在的内容完全吸收到他的自我里去，使它变
成怕巳的东西。
事实上真正的抒情诗人就生活在他的自我里。
”（《美学》第三卷）意由境生，意中有境，境中有意。
别林斯基指出：“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境是客观的形象，写诗用的是形象思维。
诗是诗人对生活形象的感受，形象的体验、观察、分析，是想象和激情的产物。
意境缘于客观，诗人截取一个生活片断或者意识片断，描写一系列形象，又加以联想、梦幻、畅想，
甚至借用神话、传说中的虚拟人、景、物等，使用一系列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段，以形成天马行空、
奇幻无常的浪漫境界，抒发强烈的、独到的生活感受，宣泄充沛的、复杂的内心情绪，抒发作者感情
，表现作者的意识，寄托诗人美好的、高洁的生活理想。
意境的丰富内涵与象征意义是诗歌的灵魂。
特定的意境中的意象是诗的中心形象。
成功的意境，其涵义是无限的，尽可能表现作者内心世界，从而形成一个独具艺术个性的宇宙。
　　（五）吐纳珠玉，色彩斑斓：语言——诗的艺术细胞　　语言是诗歌的最重要因素。
诗歌的语言是最本色的文学语言，精练生动，富有节奏感、音乐性与韵律美。
诗歌的最初形式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注定了诗歌是最富音乐性、具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
艺术。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毛诗序）。
和谐的音韵，鲜明的节奏，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一个基本特点。
马克思说：“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
”鲁迅要求：“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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