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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职艺术类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的价值及教学方法
王伟安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402560）

摘要：文学和各种艺术形式都是人类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能够相互补充，共同构建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对高职艺术

专业类学生来说，大学语文课程开设过程中存在缺少艺术专业的独特个性、内容偏繁偏难等各种问题，许多高职类院校甚至存在选择去

掉该门课程，或是将其从公共必修课改为公共选修课的现象，呈现出一种淡化的趋势。本文从文学与各类艺术的关系谈起，从保持专业

特色，因材施教；发挥课程优势，凸显价值；考虑专业特色，交叉融合三个角度出发，尝试论述新时代大学语文课程对于高职类艺术专

业学生的价值，及其实践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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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兴起之初，大学语文课程便与之相伴相

随，成为了预科学生的必修之课。那些脍炙人口的国文大家，如

梁启超、郭绍虞、闻一多、沈从文等，都曾在这块讲台上挥洒才

情、传承文化。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文课程在高校中

的地位也经历了起起落落。在 20 世纪中叶的高校院系调整中，为

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急需，许多非文科大学纷纷中断了国文课程，

使得这门持续了近 50 年的课程黯然失色。直到 1978 年，大学语

文才重新焕发生机，以新的面貌和内容回归课堂。

在教育部于 2020 年 11 月颁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中，对

我国的新文科建设规划了宏伟的蓝图。该宣言强调，“进一步打

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以此激发

出新的学术火花和思维碰撞。同时，宣言也提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

那就是创造出能够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甚至照亮世界的中华文化，

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自豪感和自主性，提升中华文化

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学语文（“大一国文”）课程，无疑

将重新进入我们的教育视野。在有限的学期课时内（一般为 32 学

时），各高校肩负着提高青年一代文化素养的重任，引导他们认

识和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大任。这不仅是一项教育任务，更是一项

时代使命。

在《尚书·尧典》中，尧的箴言回响：“诗，是心灵之声，是

志向的倾诉；歌，将这心声远播，用旋律续写诗的篇章。在音符的

跌宕起伏中，诗的情感得以永恒，和谐的旋律与诗的节奏相得益彰。”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音乐与文学的紧密关系。诗词，作为文字的精华，

承载着诗人的宏伟志向与深邃思想；而歌，则将这份深沉的情感和

思想，通过悠扬的旋律传唱四方，使诗人的心声得以远播。在文学

的殿堂里，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思想的结晶。当这些

文学作品被赋予音乐的翅膀，它们便化作了一种独特的语言，以更

加动人和深刻的方式，传递着作者内心的喜怒哀乐。正如《诗·大

序》中所言：“诗，是心灵深处的呼唤，是志向的归宿。它源于内心，

流露于言语。当言语不足以表达时，我们叹息；当叹息仍显不足时，

我们便歌唱。”在这歌唱中，文学作品得以升华，作者的情感与思

想也随之飘荡在每一个听众的心间。

关于中国文学与艺术特别是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钱穆先生

的观察也十分独到，他指出了中国文化中礼乐与文学的深厚渊源，

这确实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考

方式：音乐和文学，作为艺术的两种不同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共同承载着情感和思想。其次，钱穆

先生强调了礼乐治国的重要性。儒家思想中的礼乐治国，不仅仅

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人文关怀。音乐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

作用，不仅仅在于其审美价值，更在于其社会功能。通过音乐，

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引导社会风气，从而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此外，钱穆先生还指出了文学与音乐的情感纽带。这是非常深刻

的见解。文学和音乐，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它们都是

通过情感来打动人心的。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深入读者内心，产生

共鸣，而音乐则能够更加强烈地激发这种共鸣，使文学作品的思

想和情感得以更好地传递。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文学和音乐乃至其他各种艺术形式都

是人类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能够相互补充，共同构建出一

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在文学教育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综合

艺术形式的优势，将音乐与文学教育相结合，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升他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感受和理解。通过音乐来传递文

学内容，不仅可以使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还能更深入地理

解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情感和思想。音乐能够直接触动学生的情感，

引领他们走进文学的世界，感受作品中的喜怒哀乐，从而在精神

层面得到升华。通过音乐与文学的互文传递，不仅可以使学生在

愉悦的氛围中学习，还能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情感和

思想。音乐能够直接触动学生的情感，引领他们走进文学的世界，

感受作品中的喜怒哀乐，从而在精神层面得到升华。同时，这种

综合艺术形式的教育策略也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欣赏和学

习音乐、诗歌、舞蹈的过程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创新能力、协

作能力等都会得到提升。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有助于学生的知识技

能学习，还能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他们的情操，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

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文学学习还具有一定的职业指导意义。文学

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往往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和挑战，通过阅读和思考，学生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自

己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所以，笔者认为引用文学与音乐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作为文

学教育的教育形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能够充分发挥音乐对于文

学内容的传递价值与发展价值，从情感上引领广大学生走进文学

教育的广阔天地，实现精神层面的升华，并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发展。

一、保持专业特色，因材施教

高职院校在推进文科专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需要保持自身的

专业特色，实现因材施教。这既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学生

个体差异的关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出

既有深厚文化素养，又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一代青年。

“因材施教”这一理念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

孔子时代。孔子针对不同性格的弟子，会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

这种个性化的教育方式，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适合自己的教

育，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和特长。这一理念在现代教育中

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现实教育中，许多教育者往

往忽视了学生之间的差别，采用“强求一律”的教育方式。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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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可能会对学生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学生失去学习

的兴趣和动力。冯友兰、涂又光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引用的《庄

子·至乐》篇里的寓言故事，就深刻地揭示了“强求一律”的危害性：

鲁侯虽然对海鸟款待有加，但却没有考虑到海鸟的需求和习性，

最终导致了海鸟的死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尊重个体差异，

强求一律，往往会适得其反。因此，艺术类专业开展文学教育的

教育者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此类专业学生的特

殊性，做到因材施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理念的实践，

提高教学效果，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全面发展。同时，教育者

也应该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能力，以

更好地适应学生的需求和时代的发展。

从过往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发现，高职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通常

具有听觉或视觉的感受性，这意味着他们对声音和图像有敏锐的

感知能力。他们的感受力和表现力通常比较强，这可能也与他们

所学的艺术专业有关。同时，相对于艺术方面的才能，他们的文

史知识积累可能稍显欠缺，文化功底较弱。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

学习过程中更注重艺术实践，而忽视了文史知识的学习。

针对学生文史知识欠缺的问题，教学内容上可以多补充一些

文史基础知识，以弥补学生知识结构的不足。同时，教学应偏重

知识的广度，减少对知识的深度挖掘，以适应学生的实际情况。

根据文学和艺术的起源理论，最早的文学形式是在艺术分化前，

在劳动过程中与音乐、舞蹈一起产生的。因此，在教学方法上可

以多使用比较法和表演法，将文学作品中的诗词与音乐里的歌词

进行比较分析。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与音乐、舞蹈等

各种艺术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还可以鼓励学生尝试歌词创作，

这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写作能力，还能激发他们对文学和音乐的兴

趣。在教学手段方面，可以多播放音频、视频文件来调动课堂气氛。

这种直观、生动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更

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

二、发挥课程优势，凸显价值

当今各高校根据自身特色和需求，对大学语文课程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调整。有的高校选择去掉了这门课程，有的则将其从公

共必修课改为公共选修课，呈现出一种淡化的趋势。这无疑是一

种遗憾，因为大学语文课程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是培养学

生人文素养和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无论大学语文课程的

命运如何变迁，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忽视的。

它见证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也承载了无数文化大

家的智慧和心血。

艺术类大学语文与其他专业的大学语文课程在性质和内容上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文学课程不仅承载着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

强学生人文素质、夯实文化基础的重要使命，更应该作为专业基

础必修课程或专业发展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通过文学课程，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种文学体裁和作品，了解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这有助于拓宽学

生的艺术视野，增强其文化素养，为艺术创作提供更广阔的灵感来源。

其次，文学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通过阅读和分析

文学作品，学生可以学会如何欣赏和评价艺术作品，提升自己的

审美情趣和品位。这种审美能力对于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它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创作艺术作品，还能使

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具备更高的艺术鉴赏力和评论能力。

此外，文学课程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艺术作品

需要通过语言进行描述、解读和传播，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

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文学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写作

水平，学会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艺术观点和创作理念。

最后，文学课程可以促进学生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文

学作品往往关注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和情感，通过阅读和学习这

些作品，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人性、社会和历史，从而培养

出更加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这对于艺术专业的学生来

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作品往往需要关注和反映社会现

实，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情感。

三、考虑专业特色，交叉融合

对于艺术类专业的学生而言，文学与艺术之间有着天然的联

系和深厚的底蕴。蔡元培先生就曾在其《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

怎样》中指出，文学是一般艺术的总代表，“其他艺术，常有赖

于文学的助力”。因此，将艺术类大学语文从原有的共性大学语

文课程中剥离出来，结合相关专业的发展需求进行重新命名和定

位，是极具必要性和前瞻性的举措。这不仅有助于凸显艺术类专

业的特色和优势，更能为艺术类学生提供更加贴近专业需求、更

具深度和广度的文学教育。

在建立新型的高校艺术类文学课程体系时，我们需要充分考

虑艺术类专业的特点和需求，精选与艺术紧密相关的文学作品和

文学理论，注重文学与艺术之间的交叉融合。同时，我们还应创

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培养他们的

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通过蔡元培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文学与艺术在本质上

是相通的。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意境和人物形象，往往可以为艺

术创作提供无尽的灵感。同时，艺术作品也能通过直观的视觉形象，

更好地诠释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内涵。因此，将文学与艺术相结合，

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升

他们的艺术感悟力和创作水平。

其次，交叉融合文学与艺术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在艺术创作中，创新思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学习和

运用文学知识，学生可以学会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思考问题，

进而激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同时，艺术作品也能为文学创作提供丰

富的素材和想象空间，促使学生创作出更具新意的作品。

最后，这种交叉融合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艺术

创作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

实际创作中。通过不断地实践，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这些

知识和技能，从而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在高职艺术类专业的教育体系中，大学语文课程不仅承载着

传授语言知识的任务，更在无形中熏陶着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

素养。该课程的价值，远超过字面上的教与学，它像一条精神纽带，

连接着学生与古今中外的文化精粹，引领他们感悟生活的深邃与

文字的魅力。总之，高职艺术类专业的大学语文课程不仅是一门

传授知识的课程，更是一门启迪思想、培养人文素养的重要课程。

通过创新教学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价值，为学生的全面

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李侠 . 艺术类院校大学语文特色教学模式探究——以山西

传媒学院为例 [J]. 华夏教师，2019（1）：2.

[2] 陈欢 . 文学教育与音乐 [J]. 文学教育，2019（9）：2.

[3] 李艳 .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基础会计”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与实践 [J]. 大学，2024（01）：169-172.

项目：2022 年重庆市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

GZ2233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伟安（1994—），男，硕士，重庆艺术工程职

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音乐文学、声乐、教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