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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语文在学习过程中的综合性、开放性和应用性等学习内容都是学生在学习探究和实践中应该思考的重点。本文就将分析大学语
文研究性学习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从课堂渗透和课内外结合两方面分析大学生进行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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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是大学生在进行大学语文学习过程中一种顺应时代发展

与教育进步的学习方式。大学语文科目的自身特点决定了研究性学习能

够更好的促进学生培养解决问题和进行语文学科研究的综合能力，如何

在大学语文学习中培养自身的语文分析探索能力、将被动学习化为主动

学习，是当代大学生在大学语文学习中需要注意的关键，研究性学习对

于大学语文学习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1 大学语文研究性学习的重要性 
由于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不再面对升学的压力，所以在大学语文

的学习中，不必再以考试和高分作为学习效果的衡量标准。学生在大学

语文的学习中可以将更多精力投放于自己感兴趣的教学及课程内容中，

并进行一定学习活动和语文研究活动的开展，而大学语文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更注重的是培养学生语文实践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这就要求学生

的语文学习方法需要告别以往中学中被动灌输的学习方式，而养成主动

解决学习中遇到问题的习惯。在这种学习环境和要求下，通过研究性学

习进行大学语文的学习，对于大学生语文成绩提升和语文阅读分析经验

总结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大学语文的研究性学习习惯的养成对于学生

培养自身的语文思考能力、探索学习能力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2 大学语文研究性学习可行性条件分析 
首先，在大学学习生活中，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大学语文的研

究和学习，这是《大学语文》研究性学习方法得以实施的基础。其次，

当前网路信息技术发达，资料查阅极为便捷，而学校图书馆相关语文资

料也十分发达，这都为大学生进行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提供了便利条

件。另外，在大学校园中，中文专业及《大学语文》课程教师资源丰富，

这些学科专业教授能够在学生需要帮助时对其语文学习进行有效指导，

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与分析，这对学生的大学语文学习提供了

十分大的助力，是大学语文研究性学习实践得以进行的关键。 

3 大学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模式 
大学生在进行大学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从课堂和

课外两方面分别进行研究性学习内容及方法的探索，这样才能提升自身

语文学习综合能力。根据大学语文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的不同，在进行

研究性学习时可以分课堂渗透模式和课内外结合模式两方面进行学习实

践探究。 

3.1 课堂渗透模式的学习实践方法 

3.1.1 单篇课文培养文学鉴赏力 

《大学语文》教材所选取课文内容均为传世名作，在文学价值、思想

价值、历史文化背景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大学生在进行大学语

文研究性学习实践中，应该注意对于单篇课文的深入分析。以《大学语

文》所录课文《长恨歌》为例，在进行课文研究和学习中不能只片面了

解文中所描绘与烘托的真挚爱情与浪漫主义思想，而还需要深入分析诗

歌背后所引出的历史事件、该诗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作者白居易的文

学风格等内容，只有深入挖掘这些内容并进行融合性的深入思考与探究，

才能够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文学鉴赏力与理解力，实现大学语文学习能

力的提升。 

3.1.2 比较阅读培养文学分析能力 

比较阅读法是学生进行大学语文研究性学习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学习

方法。这种方法简单且易操作，通过对两篇文章内容和情感等方面的比

价，探究其异同点，能够促进学生更深入而透彻的思考文章及诗歌的内

涵，提升自身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以《大学语文》教材中所选李

煜《虞美人·风回小院庭芜绿》和《清平乐·别来春半》两篇作品的分

析阅读为例，学生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如能够进行二者比较阅读分析，

从情感变化角度探究两篇作品的异同，则更容易理解家国环境的变化对

于李煜创作心态的影响，更容易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层情感。 

3.2 课内外结合模式的学习实践研究方法 

大学语文学习中课外拓展是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语文学习效果的

提升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学习者的阅读面与语文知识积累。而利用研究性

学习方法进行课内知识与课外拓展相结合的学习模式进行学习实践，将

十分有效。 

3.2.1 兴趣为导向的专题学习 

语文学习中兴趣是关键。而课内外结合学习模式与课内渗透学习模

式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其目的都在于拓宽自身文学视野和提升语文素

养。实践流程都可以按照确定学习内容——选择研究课题——搜集课内

外语文相关资料——分析及探究课题——自我反思与评价这些步骤来进

行。而以兴趣为导向选择专题，则可以在自身文学兴趣偏好的基础上把

大学语文课外知识划分为不同专题，再按照专题内不同选定内容的研究

难度，进行与课内内容结合的循序渐进的研究与分析。例如，可以选定

“爱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先对于《大学语文》

教材内容所选取的课文《牡丹亭·游园》中杜丽娘的形象进行分析，再

拓展至课外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雷雨》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研究，通过这样的专题学习促进自身研究性学习探索能力的提升，实现

大学语文学习实践能力的培养。 

3.2.2 研究展示为目标的实践分析 

在大学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过程中，对于研究成果的展示与交流

也是促进学生语文学习效果提升的有效办法。通过以展示研究成果为目

标进行课题研究内容的小组或社团交流，一方面能够提升学生自身的文

学表达能力，促进学生大学语文研究课题与学习内容的内部交流，另外

也能够实现大学生通过研究展示和交流发现自身探索学习中的不足，如

果在研究成果展示中能够得到专业教授的有效指导，那对于学生的大学

语文学习效果提升则事半功倍。 

4 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与探索是大学生提升自身语

文学习能力、拓展自身语文知识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只有掌握并合理

运用研究性学习这种语文学习方法，大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才能取得

持续性的进步，获得更好的语文知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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