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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学科思考，我们编写了这本《大学语文》教材。
在这里，我们将这本教材的编选理念略作说明。
一、课程性质：我们仍然将“大学语文”定位于“语文”学科，这里的语文，指的是语言文学，它是
大学生公共修养的需要。
而非文学单科的专业训练。
一个大学生可能并不需要专业的文学素养，但却需要较好的语文修养。
语文，是人类知识、思想和情感的载体：任何专业的学生，都需要通过语文去学习专业知识、专业思
想；任何人，都需要通过语文去理解知识、表达思想和交流感情。
　　二、教学对象：这门课程的教学对象是各个不同专业的大学阶段的学生。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差别不仅在于年龄心智，而且还在专业分流。
语文课程的定位也不再像基础教育阶段属于核心课程，而成为公共基础课程。
因此，我们在文章选择上，一方面，特别注重与大学生活、大学学习有关的内容，尽可能适合大学生
心智的发展，让学习者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知晓大学阶段的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另一方
面注意选择那些承载了专业知识或专业思想的文章，作者的专业背景，也力求多样。
我们希望让学生感觉到：无论任何专业，都需要语文修养；任何专业的成功者，往往有较高的语文修
养。
我们希望让学生切实地体会到：语文确实是所有专业大学生的公共基础。
　　三、学习效果：我们努力从教材开始，将大学语文变成所有魅力的课程。
从我们教学以及对大学生调研所获得的反馈看，我们意识到大学生非常渴望开设语文课，特别是开设
与基础教育不一样的语文课。
因为基础教育的语文课被各级考试异化成了枯燥无味的课程，大学生希望在大学语文课堂重新恢复语
文课程本应有的魅力。
因此，我们在编选教材的时候尽可能朝这个方面努力。
在选文上，我们坚持这样几个原则：1．新，尽可能不与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以及大学语文教
材重复，尽可能不与时下各种流行的选本重复；2．博，语文既然是人类知识、思想和情感的载体，
那么，这本大学语文教材也努力承载多学科的知识、多元化的思想和多样化的情感；3．趣，本教材
高度重视文章的趣味性，这种趣味性表现为情调的特别、思想的丰富、想象的新奇；4．美，新颖、
独特的思想，健康、幽默的情趣，科学、真实的知识如果能得到美妙的语文来表现，应该能够最大限
度地提升语文课程的魅力，因此，每一篇入选文章都力求有美妙的文字和美妙的文章表现力。
　　四、教学目标：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不仅应该使大学生提高语文修养，而且提升人文素养。
语文修养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理解与表达的能力。
理解是对词语、句子、段落、文字的理解，词语是语文的基本单位，大学语文有拓展语文词语观念的
责任，因此，我们单独设置了一个单元，引起学生对词语的重视。
同时，我们按照语文的表现形态或表现方法将所有选文分成五个单元：描写、叙述、抒情、说明和议
论。
每一种语文表现能力都是与人的某种能力相关的，如词语之于概括、描写之于观察、叙述之于记忆、
抒情之于想象、说明之于归纳、议论能力之于反思，这个对应不一定准确，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理解与表达的能力往往是一个综合的形态，分类不过是为了提醒学生语文同样可以条分缕析。
为了深化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我们在每篇课文的后面，专门设计了“理解与表达
”和“拓展阅读”两个训练内容。
前者是为了促使学生对课文有基本的理解，并针对性地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后者则通过拓展阅读深
化和丰富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我们希望这本大学语文教材不仅帮助大学生精读数十篇文章，而且帮助大学生产生阅读数十部、上百
部著作的兴趣，使一篇文章成为一部甚至多部著作的阅读台阶，大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台阶进入更高的
人文修养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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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地方特色：虽然今天的大学教材追求全国流通，但我们这本《大学语文》还是考虑了地方特
色。
我们有意识地选了一些广西题材和广西作者的文章，这既是为了增加我们对广西这片土地的认识，同
时，也是想让学生们认识到，广西并不是文化沙漠，广西的作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值得骄傲的
人文业绩，进而建立今日广西的人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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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词语（上）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
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
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
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
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
（约有一半人举手）。
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蘸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
病就会好。
《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近乎疯狂的女人，因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
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
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
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着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
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
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
点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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