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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教学效果提升策略

◎胡开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许多优秀的中华文化都以优美的语言为载体流传至今。为了更好地继承汉语言文化并

将其发扬光大，在学校教育中应特别注重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本文就汉语言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提升汉语言文学教

学效果的策略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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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化素养、提高语言应用水平离

不开汉语言文学教学。教师应当对当前汉

语言文学所存在的问题作出反思，并积极

创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提升汉语言文

学的教学效果。

一、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困境

（一）学生对汉语言文学学习存在

偏见

教师的教学要围绕学生展开。当前提

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中，需要学

生主动学习，教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给

予适当地帮助和引导。但当前汉语言文学

教学面临这样的困境：学生对汉语言文学

的积极性不高，比如，有的学生认为学习

汉语言文学对自己专业技能的发展没有帮

助，还有的学生认为学习汉语言文学就是

学习简单的文字知识、文学作品等，内容

枯燥乏味。这些都是学生对待汉语言文学

的学习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导致学生对汉

语言文学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积极主

动地展开学习。

（二）教师的教育理念亟待更新

一些教师不能正确地看待汉语言文学

教学，错误地认为汉语言教学就是让学生

知道字词的用法，知道文学上的理论知识，

这样的观点必然导致教学目标的偏差，灵

活的知识变得刻板，无法实现汉语言文学

教学的真正意义。所以，一部分教师的教

育理念比较落后和片面，无法选择正确的

教学方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育，这种局面

亟须得到改变。

（三）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

教学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

核评价方式的选择也对教学效果有着很大

的影响。目前，很多学校采取出卷子考试

的形式检验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效果和学生

的掌握情况，而多年以来的考试基本上构

建出了专门的汉语言文学课程考试题库。

这就容易造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重视，

在考试前几天疯狂突击做题追求高分的现

象。考前对常考的重点进行死记硬背确实

能够帮助获得更高的分数，但是这种对知

识的掌握是短时间的，考完试基本上就会

遗忘，学生的文化素养并没有得到提升。

所以，想要使汉语言文化教学真正发挥其

教育功能，需要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提升

（一）教师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中，教

师是在教学过程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

教师习惯于将相关知识单方面地传授给学

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学习状况。

学生如果一直在被动地接受知识，会导致

注意力不集中、左耳进右耳出，无法真正

达到教学效果。所以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

学理念，把自己放在教学指导者的位置，

以学生为教学的中心。教师应关注如何引

导学生主动学习知识，如何更好地组织汉

语言文学知识，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

理论知识得到丰富，文学素养也能提升。

（二）精心设计教学内容

空有正确的教学理念还不够，教师还

应该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把想法转化成实

践。汉语言文学组织浩如烟海，教师要能

够通过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促进学生思

维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

的提升。一方面，教师要注意在课堂上使

用多样的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在

讲授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内容时，

除了对著作文章进行赏析，还可以放映《红

楼梦》的影视剧片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完成对文学知

识的学习。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结合社

会的热点事件，或者学生日常生活中能够

真实感受到的事物，将这些能够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的内容与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相

结合，使课堂充满新鲜感，提升教学效果。

比如，为了提升写作能力，可以以社会上

先进的人物和事件，或者引起激烈讨论的

现象为议题，让学生用充分的论据论述自

己的论点。

（三）完善汉语言文学考核评价机制

现在提倡的是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教

学，汉语言文学的教育也应当注重对学生

文学素养的提升，在考核评价方面不能只

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进行考查，还应想办法

通过题目对学生的技能和文化素养进行评

价。例如，教师在试卷出题时，可以设计

一些灵活性高的题目，如让学生介绍自己

喜爱的文学作品，或者就某事件论述自己

的看法，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考查学生

的知识积累、写作能力和逻辑能力。教师

还可以进行更大胆地创新，将平时课堂的

表现纳入教学评价，有助于学生在整个教

学过程注重端正学习态度。

三、结语

为解决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出现的

问题，需要教师从自身做起，更新教育观

念，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评价与考核，真

正让汉语言文学教学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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