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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语文教学中，教材内容的时代性不强，教学模式的单一，学校学生重视程度低，影响了教学效果。《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

会》等传统文化节目的成功模式，给了高职语文教学一定的启示：更新观念；创新形式，寓教于乐；采用模块教学；灵活机动的考核方式。 

[关键词] 传统文化节目；高职语文；启示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一系列的传统文化节目，如《百家讲坛》、

《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这些节目，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内

容为载体，借助电视媒体的直观、生动，采用创新的形式结构，不仅取得

了很高的收视率，而且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的模式对当前处于困境的高

职语文教学也有一定的启示。本文对比电视文化节目对高职语文教学进行

分析，从中得出启示，以对高职语文教学进行改进。 

1 高职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教材内容时代性不强 

高职语文是一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其目的就是通过教学内容对学

生实施素质教育。当下的高职语文教材，各有特色，但部分内容脱离了现

实，一方面表现为距离学生生活实际遥远，其表达的主题学生很难理解；

另一方面表现为与学生的认知有一定距离，因此实施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1.2 教学模式单一 

随着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的深入，语文教学方式中多媒体教学、蓝

墨教学、云智慧教学初步进行。但是其实教学模式还是延用传统的讲授性

教学。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中，缺少主动性和积极性，难以激起他们学习

的兴趣，创新和开拓能力更无从谈起。即便有些课堂互动，也仅仅停留在

“一问一答”上，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1.3 学校学生重视程度低 

高职院校的很多学生基于“重专业，轻素质”的观念，认为上大学

就是为了学专业，语文学不学都无所谓；何况从小学语文十几年，也不过

如此，因此现在更没必要学。一些学校也不重视语文，导致高职语文课程

一再被压缩。这种轻视语文的思想，是目前高职语文教学情况不容乐观的

重要原因。 

2 传统文化电视节目对高职语文教学的启示 

2.1 高职语文教学应更新观念 

高职院校的教育，是以培养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人才

为目的，不同于专业的技术培训，高职教育通过大量基础学科的学习，帮

助学生提高综合素质。而“高职语文是一门面向高职学生开设的、以人文

性为基底，并呈现实用性、工具性、职业性特征的公共基础课。它以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运用能力、思维创新能力、

审美意趣和人文精神，同时将专业知识、时代热点、口语表达及实用写作

知识融汇于人文素质教育中，提高学生的职业、专业素养，增强学生社会

责任感和就业竞争力。”从中可以看出，高职语文教学除了掌握实用写作

知识，更多体现在一个高层次上，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学会交流与沟通，培养审美情趣。和专业课程相比，高职语文教学的作用

更多是间接的、隐性的。就像《中国诗词大会》中的癌症患者白茹云，因

为对诗歌的热爱，她才能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正如快递小歌雷海为，有

了“诗与远方”的渴望，坚持不懈，终将为自己赢得人生的喝彩。因此，

高职语文教师应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语文学习不仅可以学习知识，还有

许多别的学科无法比拟的东西，比如修身养性，比如为人处世，这对学生

未来的生存、立足社会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此，高职语文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要帮

助学生更新观念，明白语文课程的重要，从而爱上语文，愿意学习语文。 

2.2 创新形式，寓教于乐 

长期以来，高职语文教学形成了惯有的“作者介绍——写作背景—

—分析课文——总结中心——艺术特征——布置练习”的模式。无论诗歌

散文、小说戏剧，课课如此，这样的教学设计看似合理，对于许多课文的

教学也有效果。但是，因循单一的教学方式，学生不免厌烦，没有了学习

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诗词大会》借助“闯关”、“飞花令”、“线索提示”

等形式，使观众身临其境，不自觉地参与到节目中去。高职语文教学可以

将“飞花令”带有游戏性质的形式融入到诗词教学中去，激发学生的兴趣，

唤起学生的参与热情。如讲毛泽东的《沁园春 长沙》时，可以“秋”为

关键字行“飞花令”。学生学过很多有关“秋”的诗歌，定能背出杜甫的

“万里悲秋常作客”，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范仲淹的“塞下秋来风

景异”等悲秋的诗句。这种新颖活泼的形式，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

将毛泽东的诗歌和他们的诗歌进行对比，突出了毛诗的豪情壮志。 

另外，《百家讲坛》栏目“故事化”的结构，将原本显得高深的学术

问题娓娓道来，如于丹《论语心得》的“经典解读+励志故事+人生哲理”

生动有趣又引人深思。高职语文在讲授经典文学时完全可以借鉴这一模

式，将枯燥无味的文言文教学置于文学史的框架中，用故事串起教学内容，

凡此历代正史、野史、轶闻小说都可走进课堂，一方面开阔学生的视野，

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对大学语文的兴趣。高职语文教学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

的创造性，借鉴电视文化节目的环节设置，对文化内容的构建方式，利用

现代媒体，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设计不同的教学形式，书画展示、线索

问答、诗词接龙等，引起学生的兴趣，强化他们的情感体验，增进对课文

内容的理解，从而达到寓教于乐。 

2.3 采用模块教学 

高职语文教材的内容，今天是按体裁教学，明天按主题教学，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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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项目教学；你编写一本教材，我编写一本教材，编写来编写去，逃脱

不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应用文等内容的编写体系，和中小学的教

材区别不大。《百家讲坛》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栏目主讲的嘉宾老师或

是红学大师、或是大学教授、或是收藏专家、或是著名作家，他们都是自

己所在领域的佼佼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深入的研究，有较高的专业水

平，加之口才流利，所以讲述起来得心应手，很受观众喜爱。高职语文教

学应学习《百家讲坛》的选题方式，开设选修课或者将课程模块化，让任

课的语文教师各尽所长，喜欢诗词的可以讲唐宋文学，喜欢诗经的专讲诗

经，偏爱小说的可以开小说专题，普通话好的可以培训普通话，对礼仪有

研究的可以讲礼仪文化等等。任课教师选择适合的教材或自己编写讲义，

一方面学生有新鲜感，调动了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在讲授的这一模块

也会有更多的心得和研究，在科研方面也容易出成绩。因此，高职院校的

语文教学采取模块教学，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无论是对学生的学习还是对

教师的个人研究都有极大的好处。 

2.4 灵活机动的考核方式 

高职语文的培养目标和其它各层各级语文课程一样，通过学习，提

高学生的思维品质和审美悟性，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促成学生思想境界的

升华和健全人格的塑造。不同的是高职阶段对于语文字、词、句、段、篇

的分析能力要求不高，而是要将专业知识、时代热点、口语表达及应用写

作知识融汇于人文素质教育中，提高学生的职业、专业素养，增强学生社

会责任感和就业竞争力。因此，我觉得高职语文在考核方式上不必像中学

语文那样填空、选择、阅读、作文地考试，可以灵活机动。《朗读者》每

期围绕一个主题，邀请几个嘉宾到现场，分享与主题相关的人生故事并朗

读一段文学作品来展现真实的情感。借鉴《朗读者》以文化感染观众，以

情感打动观众，语文教学不能仅限于教材和课堂内容，列出主题让学生从

生活中感受、体验，形成自己的认识并当众表达出来，比如结合演讲教学

进行三分钟演讲，结合诗词教学进行诗歌朗诵，结合礼仪教学完成情境任

务，根据专业写实习体会等，这样的考核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情感与

价值观的升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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