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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盟冉來巨蓮說話文教學。不僅小學、中學有錯文碟，而且三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在五

十年代初，聽內許多大專蹺校都有著名教聽講授中臨語文諜。後困院系調麓，悴lf::開

設這門課程遠二十多年。七十年代末期，很多院校陸續恢復這門課程。笠八卜年代中

期，中聞語文教嘉興在內地各體省市抬幾吉斯院校分厲以f大學語文j等各稽火車王起來，

受到學性的歡翩。他八十年代末至近幾年，大學語文教學出現了器黨和器怒。在商品

經濟浪潮備離下，有些院校減少了或停開了以弘揖傳絞優秀文化為吏的大學譯文諜，

孺代之以f應用寫作J 、「余文寫作j等軍費用性課觀;有些教師則感嘆大體括文課f好景

不常在J '或聽殘守缺，或改換門醋，或消棍棒待，或徘徊觀壤。但仍有控教師一直

堅持在改革中求發展。總韓東講，內地大革學院校的中國語文課教學經瞎了一個反覆、

曲折的通轍，發展很不平寢。有的接按自將大學譯文課列入學校黨點課程建設，有的

院校都停滯不前，革歪倒退。一般院校尚未能看致地興中醫語文教學擔進到一姐新的

階段。

出現上述情況與問題，原因是多方闊的。我以為，未能把中觀譜女教學放在閱殼

的背景中考察與革新，似是重要原悶。本來，內地院校恢復大學語文線是閻瞎了開放

改革的形勢，是歸故改革的產物一一從關外高等教育對本闢諧的嘴臟，和外國朋

友、海并玄學人幫中醫傳統薩秀文化的熱愛情況受到了顱接與推動，卿、理瞄著擴大開

放、龍化改革，大學語文教學應有一鵲新的更大的發展，但重實際情說都是轉向徘徊、

菌感、停滯的狀況。原自何在? 、揉討。從教育主管龍門絮說，在九十年代

初以側，一直沒有正式下連觀於加強對大學生的本盟語文教學、提高大學生人文素質

的文仲( 1995 年國家教委才有關於加強理工院校人文教會的女靜)。囡此，有些院

校、聽、系領導往往忽視了本國語文的教學，誤以為開放改革只是要加強外語教學，

加上每年全盟英語競考，於是校瞬內一廈是「英語熱J 0 相對來說，母語教學被忽視

了，學生的中盟語文*-平下降了;後來有學院校注意到舉生的中文水平存在問題，文

誤拭為只要講授一些當蔚實諧的態篇文體的幸各式及其接能單11綴，就可以通應開放改革

形聽對大學生的要求，於是將中關語文教學鱷小、蜂起到只議離生了解怎麼寫幾龍應

用了紅戒公文就可以了，捨嚷了{導航優秀文化的教育和語文接聽知麗的傳授，高技脅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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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愈是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對人的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素質要求就愈高，社會對大

學生的綜合素質與能力的要求也愈高，特別是需要大學生具有較高的中國語文水平。

這就不是簡單地只講一些常用文體所能達到的。大學畢業生固然應該懂得一些當前實

用的文體寫作知識，但更應該具有廣博的文化知識和紮實深厚的語文基本功，應該具

有更高的語文分析能力和鑒賞能力，應該拓寬語文知識視野，有相當深厚的文化素養

和學問修養，只有這樣的較高的中國語文水平，才能真正適應新時代的形勢，才能寫

好應用文，才能進一步學好外語及專業課程。因此，將中國語文教學放在開放的背景

中考察與研究，各級領導才不會把學好中文與學好外語或學好專業對立起來，用削弱

或取消中國語文教學來達到所謂加強外語教學或加強專業課程教學，也不至於降低中

國語文教學的要求，來實現「題期效應J '追求速成，而能夠從高標準來考慮，有計劃

地設置高層次、廣涵量的中國語文教學課程，保證培養出來的大學畢業生確是高素質

的跨世紀的人才，是能進一步開拓開放改革事業的合格人才。

而從任課教師來說，也有個進一步從開放的背景來認識中國語文教學的問題。應

該充分肯定，十多年來在語文教學第一線的眾多教師為這門課程所付出的心血與所取

得的業績。沒有這一大批埋頭苦幹的任課教師，就不可能出現八十年代曾經有過的中

國語文教學的輝煌。但是也應看到，有的教師不自覺地將這門課程逐步封閉起來，習

慣於承襲舊的一套，習價於照著舊教材、舊講稿和舊的講授方式進行教學，沒有自覺

地跟上不斷變化發展的形勢，努力革新創造，而是正統意識十分濃厚，形成一種與不

斷開放改革不相適應的凝固模式，不同程度地脫離日益開放的現實生活，脫離時刻變

化的教學對象，按照承傳下來的主觀設計，實行「十年一貫制」的教學，接受不了學生

及社會各方面反映的正確意見與要求，從而使有的語文課堂教學走向封閉型、僵化

型，不能推陳出新，失去了活力。對於外面一些新鮮事物，容易按照傳統的觀念輕易

加以一概否定。例如:怎樣看待應用文體的寫作。過去，傳統的大學語文課是沒有這

方面內容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社會用人單位的需求有了新的情

況，應用文的寫作(包括常用應用文及行政公文寫作等)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職業競爭

的有效手段;應用文寫作已逐步成為現代人必備的基本技能。因此，大學中的語文教

學應該主動適應這種形勢的發展，增加這方面的內容，再不應該用舊的眼光輕視應用

文寫作，排斥它、貶低它，都是不對的，而且應用文體的寫作在近幾年的實踐中也在

不斷充實、發展、提高，已經不是剛開始時的單純的文體格式問題，有了比較深廣的

內容和逐步向高水平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今天的大學生對應用文的寫作如果一

無所知，或者應用寫作能力很弱、很低，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這些大學生很難適應當

今社會的需求。我們不贊成以「應用寫作」、「公文寫作」取代中國語文課程，因為這樣

太窄了，縮得太小了，降低了這門課程的要求;但是，我們也不同意輕視與排斥應用

文寫作，這樣會脫離社會的需求，也與學生有了差距。兩者都應從開放改革對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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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高度來認識，只有把中國語文教學放在開放的背景中來考察、研究與革新，才能

正確地、妥善地將兩者較好地結合起來，使大學裹的語文教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所以，認真回顧近十多年來中國語文教學的發展變化過程，從宏觀上加以理論分

析，總結經驗教訓，同時了解、研究和吸取世界上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重視本

國語文教學，努力使大學生具有較高思想文化素質，又能夠準確地使用本國語言文字

將信息和觀點，將科研成果表述出來的做法與經驗，是當務之急，是使中國語文教學

在已有基礎上求得新發展的重要一步。

教育主管部門及各院校領導應從正視大學生素質弱化、母語水平下降的現實狀況

出發，認真思考，研究對策，其中有兩個觀念需要轉變與更新。
4 

一是改變忽視本國語文教學(重外語輕中文)的觀念，改變忽視中華傳統優秀文化

在當今社會對培養大學生的思想文化素質仍有著一定積極作用的觀念，真正從思想上

重視中國語文教學，重視對傳統文化的發掘，經過分析、揚棄，吸取其精華，為培養

現代化人才服務。 1988 年 1 月，全世界的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集會，會後發表的宣

言指出， I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二干五百年，去吸收扎于的

智慧、」。我們應該相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合理因素，已經和必將在當前現代

化建設及未來高科技時代的文化建設中煥發出新的活力，在促進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

的人生觀、價值觀、倫理觀，培養高尚情操，提高整體丈化素質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因此，不應捨棄傳統文化的載體一一歷代名篇，而是根據新時代的需要，取其精華，

推陳出新，為造就一代新人服務。

二是改變「起期效應」、急功近利、只求速成的觀念，從只要求大學生會寫個簡單

報告，轉變到以長遠的眼光，從根本上提高大學生的綜合文化素質這方面來，重視全

面的系統的丈化教育和語文基本功，認真打好基礎，過好語文關，將基礎性與應用性

相結合，相協調，從而有效地提高大學生的寫作水平與表達能力，更好地適應開放改

革的需要。在上述兩個方面取得共識，當觀念轉變過來以後，教育主管部門和各院校

領導就可以在實際的工作中逐步落實，將中國語文課建設納入總體規劃'從課程設

置、師資配備、上課時數等方面加以協調與合理安排，給予支持和保證，從而促使這

門課程有新的發展。

從教師方面來說，則應以求變求新的思維方式，主動使這門課程適應社會的發展

與學生的需求，不斷開拓創新。這也必須首先明確:一定要把中國語文教學放在開放

的背景中來考察與革新，要始終面對現實，改變慣性的自我封閉的思維方式，從照搬

傳統的一套，習慣按照某種模式走路，從具有「守成」意識的傳統思維方式，轉變到求

新求變的現代人思維方式。這樣才能跟上迅速變化的現實，主動地自覺地使我們的教

學適應新形勢的需求，積極地為社會服務，為培養新一代人才服務，從而實現中國語

文教學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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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藍、轉移、續革我們思誰方式，轉轉觀念的過程，我們說要堅持中聞語文教

學歷包棋盤富多彩、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傳說優秀文化，文要強化「面向實踐j的;懋識，

堅持教體面!每閱放改革和環~先建設的寶路;室主黨強調中聽語文作為一門華醫學科的

住贅，主重視學生對本聽聽文華聽知識的更深更厲的學習，揖高大續生對中關文化、

今作品的閱讀欣賞能力，三軍親培養他們的理解能力與分析能力，又要注意加強語設文

字表達投能的言11練與有關常用女題寫作的訓練，不當時聽高大舉生的口頭與書面表達能

力。這據說可以使中盟語文教學及研究工作改變自酹滯後於規快發價形勢的為酒，聞

著擴大開放，取得更好的發展。

能具體教學準權及講授來說，我們是還樣j讓學試行探黨的:

第一，將古代作家作品的議授與現代社會鶴教背景、文化熱點、最新信息和學生

的生活、思想、讀讓情況等相結合，嚮切觀照瑰寶入境嚷值取肉、審聲情趣，努力通

過教學絡小、鏽蝕古今的歷史距離，使古今更好地結合起來，雖不斷補充、更新教學

內容。使得中聽語文教學任沒者撥棄歷代名篇，都斷歷史，不會導致大學生對我盛傳

統穗子學文把所知甚少或雖如卻相悴，雖知鋁l膚魂，不著於龍中瞋取有益的聲麓，不{讀

得欣賞、借鑒，和接受高尚的文往蕪糊，培養品品位的審獎情輩輩;又不是脫離現實，

照搬舊的一套。我們在教學實踐中深切體會對J :選講一些傳統名篇蓋不等於弘楊傅繞

俺秀女化，只有當教師厲蓋章議訓是在開殺的大背景 F講按歷代名篇佳作，不是以古

解吉、韓講甜苦干、食古不化，蘭是運用現代意識會報、觀卿、、評析已經通去的文學琨

象和文學作品，用現代人的眼光進一步鵑館古代作品在今天的價恤，使得轉鏡優秀文

化中的合理路素現代化，並能為現代大學生理解與接發; [可轉轉竊聽注當今文化界學

衛界的研究信息、會IJ作成果及爭議熱點，、注定會、了解舉生艷這雖信息、作品與爭議的反

應，努力使教學內容現依續教弱，文聯繫瑰寶，富有時代氣息、;我們要加倍努力吸收

最新科研成果，不顧攬萬教學的學衛水平。 例如:間是議李白的〈囑道難}詩，八十年

代中纜，舉辦界對議當詩的主題曾有所爭議，我們講課時說印發有關的不時講點給悶

，引起學生很大的興觸，展鋪了熱烈的詩論。九十年代初則以〈名作欣賞}等特

物發表的辛苦關攝首詩的新解文章講缸，又會一番爭議。再訟，結合電視連續劇〈唐明

皇}、〈三國續接}、〈紅樓夢}霉的擂拔，聯繫學指界及學生觀看這續劇作的反映意

見，來講也掛品的〈主這樣歡〉和小說〈三鸝悲演義〉的部分暈間，都在一定翟度上縮起了

古代作品與當今學生在時空上的距離，增加一了親切蔥、熟悉靂，豆豆導入了深層次的研

究樣討，使學生學習起來不儷有興灘，高且有收益。 1995 年秋，當我們講授〈詩經﹒

眠〉時，正值第四伏世界鋸女大會在北京高棚， (文純參考報}發表長篇文章{友人和大

地位 9 月 1是日) ，該文作者就是建引出〈眠〉加以分輯作為開頭的。特別指出道當詩中

的女主人公形象所具有的可貴的人格精神，突出這位距今二千{二百多年葫吉代緝女在

當時已具有的鐘立意識和堅強佳字各軍命都很難得。這首詩所反映的男女不平等，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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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情婚姻上長期受到男于的壓迫，這不僅是中國的社會問題，而且是全世界婦女至

今關注的問題，直到這吹世界婦女大會還就如何保障婦女權益這個問題展開熱烈討

論。我們將這篇文章的觀點貫串在講課過程中，這樣，雖然講的是一首古老的民歌，

但分析評論的卻是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課題，自然也就涉及到當代婦女的愛情婚姻

觀、人生觀，將古今自然地結合起來，將傳授語文知識與思想道德、教育自然地結合起

來，而學生在教學過程則拓寬了視野，活躍了思維，學到了知識，又培養了分析研究

的能力，深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深層吹內涵。

第二，將講授中國的歷代名篇與介紹外國的佳作相結合、相比較，面向世界，吸

收世界一切優秀文化成果。長時間來，大學語文課教學著重選講我國的歷代名篇，這

是必要的;但孤立的只講我國作品的教學實踐的結果，也使我們逐步認識到，這是不

夠的。要使學生比較正確深入地了解中國文學、了解中國歷代名篇的實質與價值，固

然要使學生接觸、學習並深刻全面認識本國的文學名作，但同樣不可缺少對世界文學

尤其是其中一些文學名著的了解與正確的認識，不可缺少相互的參照比較。而這後者

卻是我們的學生所缺少的，又是急切盼望了解的。近十幾年來，西方學術著作以及文

學作品譯本大量出版，一時間，大學生爭相閱讀，但又不會分辨，不著於分析，處於

冒目的、狂熱的狀態。所以，我們的教學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學生的提問與要求答疑、

指導。雖然我們在課堂不可能講到許多外國作品，但仍然可以通過概括的介紹興重點

比較的方法，努力使講授中國的代表作與比較外國的顯似文體、作品相結合，使學生

在著重學習、了解本國的優秀文學傳統的同時，也能概括了解外國文學的優良傳統，

在比較過程中顯示各自的特色、優點，從而學習借鑒外國文學的長處，避免其缺陷，

洋為中用，更好地提高學生的鑒賞能力與審美情趣，開拓學生的知識視野，提高文化

素質。於是我們試著在講到詩歌時，就進行中外詩歌的比較(中國文學以抒情詩發

端，以起小的抒情詩為主;而西方文學從荷馬史詩開端，多為教事詩;中國詩歌由於

民族語言所特有的單音節方形文字的因素，加上詩人的巧妙藝術，因而整齊和諧而又

富於韻致，具有音樂節奏感和旋律美，很適宜吟詠歌唱，易於背誦等，這是與外國詩

歌明顯不同的) ;在講到小說時就進行中外小說的比較(我國古典小說從唐人傳奇開

始，作家就頗為重視人物性格的塑造，西方鐘篇小說多注重描寫故事，而在教事手

法、小說結局等方面也有明顯不同;中國長篇章回小說塑造人物的傳統手法也與西方

長篇小說手法有異，各具特色)。我們還結合〈外國文學研究〉等近期發表的一些文章

及新出版的專著提供的研究成果，聯繫教材有關課文加以闡述。這樣在中外文學比

較、觀照過程，有助於學生加深對我國文學優秀傳統的理解，也培養學生正確分析鑒

賞外國作品的能力，不是盲目崇拜，或圓圓吞案，而能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和借鑒其

寫作技巧。這樣比較過程，也進一步激發了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但又不會封

閉起來，盲目自大;而能在繼承傳統優秀文學的基礎上，面向世界，吸取世界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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儷秀文學成果，更好地培讓一代新人。

第三、將教與學招結合，堅持師生的掌聲向交流。教師要學學於了解立在許對學生的實

際進行教學，又充分發揮學生的棋極性，接高教嘉興教果。

懿面講到的爵體詣的結合，是鏡中圓語文教學室主縛統型向現代型轉蟬的重要方

間，但我們體會更讓蟹的是，教師的講課與學生的學習雷場結合。沒有議體結合，或

者師生軸合得不好，也就不可能實現上述兩個方富的結合，不可能改鱗封閉式的教學

模式，不可能從根本上聽講大學錯文教學蠶蠱與實際空空果。

教與學的正確結合，首先就要求教師賀新教會觀，念，能閱敦的大背景來考察教與

學的關唔，從教育思想上明擺擺正教館與學生的關碟的靈要意義。有位學生講得好:

「我們從小學對中學，散了十來年的聽課機器，沒想到進入大學，我們還要議續做這

種機器。 J道說提贊我們思考，在教學過輯中，從音譯j訂教學計數i聞艙，于:Ij每節課的設

計、備攘的內容及實際講授等璟飾，有設者想主113晶學生的?脅說與要求，位fr，義望我們

講甚廠、怎麼講?過最輯們講誨，往往是考盧f我要怎麼講J ·較少說學生的需求來設

想。思JIt教鞭往往脫離實際，覽了九牛立虎之力，按果都欠佳。 例如富有頭講到，以古

解古、越講轄吉，教師也是花了功夫的，但學生豆豆不滿意;有的教師教舉認真努力，

但只管自巴講，不看學生有甚麼互之憊，更不注意讓學生發表意見，主義據敷果攝常不

好。

雖近十多年中聽語文教學的實接中，我們還步體會到，教與舉的正確粘合，是這是

備教會的基本規律的品書長。教師在教權蟲程中與程主導作用 .ift只有星星館教育的謀本

繞律，才能真正起到這種作舟。作鶴教育的這基本鏡律之一，師教育與人的發展報主主制

約的搜律，要考慮到人的發展對教宵的樹約，包括:教學要過應學生的發展的機定性

和叮纜棍，戰考盧種娃娃，不在愛改變教學內容和方法，文注意可聽性，充分發墨學

生的潛力。躇應考慮教學要過應學生的發展的備研差異性，做到路智麗歡。特~IH是種

對巴經互支熟、獨立的大學生，我們就聽更顯注意施以相憊的教舉，使大學生不聽能主

動地掌揖系統的語文基聽知識和基本技能，間且提議他們的智力進一步發展。 i鑫就要

求教學矗程必讀娃的集體謹活動的過程，則不僅教師認真讓嫂，聽需賽學生權極思

考、學習;教驛不僅要堅考慮講起禮、怎麼講，還要隨時了解學生希望講甚腫、怎聽

講，了解學生在學習中蜻蜓點與難點，有許對性總進行教學;教師不僅自己講，

讓學生提出問題和發表意賤，實現開放型揖教學。前面講到的攜個方面的結合，正是

在了解到學生反續的建息，聽取有學系辦公盤搜集的學生意見而逐步實麗的。實踐證

明，還據黨符合教學講疆的基本規律，那教師主導作用與學生主體作用相統一禱告亨規

律，掌握語文如議和接展智力培養能力相統一的競律，搏按語文知織與思想品德教會

相統一的搜律。這樣鑽進持會當前大學生心理活動的競諱。用瞞著社會的進一步開

放、發腰，中醫語文教學也需要瘟驟社會發展對大學生綜合素質的需求。因此，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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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對教與學的結合· t但是時代的要求。以上只是我們初步的標索，尚需進一場提高教

學的責任心和對學生的愛心，從了解、關心里醫生入芋，注釁尊重學生，

動佳、積極性，聽取是麥生鞏覓，友轉故進教學方法，補充與更新教學內容，努力創過

嶄新的師j::_關係與生動活潑的課堂氛囂，達對教與縷的主更好結金，發話促進道門兮其

基礎課的教學爾最不斷提高。

正是油牆上路3個方間結合的實踐，許多大是醫生態、學患有躁，愈、學愈想學，都覺

得學習中國語文擺很有收獲。當期末學習船東時，不少學生反映「大學語女至是我們最

喜愛的課麗J ' r我們要求繼續講授譯文課J 。我們教師在辛勞之餘深感欣慰，

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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