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９　　　

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

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提升研究

■陈柯言／安阳学院

摘　要：从本质来看，语言文字是
文化。把传统语言文字教学纳入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视域下，在

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方面充分挖

掘、融入文化因素，是提升语言文

字类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是

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必

然之举。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

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创新，

探索现代汉语课程的新形式和新

价值，更好地实现现代汉语课程的

基础性、工具性，努力打造有文化、

有内涵、有品位的高质量现代汉语

课堂。本文将以高校汉语言文学

专业开设的现代汉语课程为例，在

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探讨提高

教学效果、提升学生语言文字应用

能力的具体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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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是中

小学语言文字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储

备力量，是各企事业单位从事语言

文字工作者的重要来源，提升语言

文字应用能力必然成为高校汉语言

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因

此，应当重视把提升学生语言文字

应用能力的语言文字类课程。

与文学类课程相比，语言文字

类课程较为枯燥，教师需要利用一

切有效的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语言文字类课程

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更强的分析能

力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因而授

课教师在开展教学时需要花费更

多心力和精力，把教学内容用通俗

易懂的方式讲授给学生，学生需要

反复思考来消化吸收。学习之前，

学生认为汉语、汉字是从小就学、

从小就会的内容，对语言文字类课

程学习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学习之

后，学生认为语言文字类课程枯

燥、难懂，望而却步。因此，要实现

语言文字类课程的重要作用，提高

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必须把

传统教学纳入“文化传承与创新”

视域下，必须认识到语言文字是文

化的本质问题。

现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在学生对汉语

知识有所了解并能够进行运用的

基础上，进一步对现代汉语开展系

统与和深入化的教学。现代汉语

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系统掌握

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

等基础知识，加强学生的规范意识，

提高学生分析、应用现代汉语的能

力。整体来说，在现代汉语课程教

学时，应以基础知识为前提，以分析

方法为核心，以语言文字文化为背

景，以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目的。

二、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现

代汉语课程教学提升策略

传统现代汉语课程以传授理

论知识为主要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的广度和深度基本限于教材。现

代汉语属于汉语文化范畴，可以挖

掘现代汉语课程中的文化因素，丰

富基础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丰富教

学内容，提高现代汉语课程的趣味

性；从文化视角入手，结合多种教

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提高课堂的教

学效率，探索现代汉语课程的新形

式和新价值，更好地实现现代汉语

课程的基础性、工具性，促进学生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提升，努力打

造有文化、有内涵、有品位的高质

量现代汉语课堂。

（一）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文化

因素，提高现代汉语课程的趣味性

１、融入方言文化
“现代汉语方言”是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内容具有高度概括性和

极强的专业性，信息量大且专业术

语多，对于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来说，

难度极大，不容易被理解、接受。

教师应该充分展示方言文化的

魅力，让学生用方言发音，课堂在有

声、活跃、真实的语言之中动态进

行，教师可以准备一些典型、有趣、

适合教学的方言歌曲、方言段子等，

有针对性地把普通话和方言进行对

应分析，进而完成教学目标。

例如，讲解方言声调时，利用

自身方言优势，用安阳方言给学生

说数字１－１０，并与普通话说法进
行比对，学生直观感受到区别后，

再用浅显易懂的话总结安阳方言

有入声的特点，进而揭示属于晋语

的安阳方言与大部分河南话不同

的原因。

２、传承古代汉语文化
“现代汉语的特点”是教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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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是教学难点，内容贯穿了整

个课程的内容，具有高度概括性和

极强的专业性，信息量大且专业术

语多，学生学习必然面临极大的困

难。因而，在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

下，结合“普、方、古”大三角理论，

利用对比法、归纳演绎法等具体方

法，充分融入文化因子，提高现代

汉语课程的趣味性，用学生可以接

受的具体、通俗、生动的方式讲授，

降低课程难度。

例如，讲解现代汉语词汇的特

点“单音节语素多”、“同音语素多”

时，可以利用赵元任先生所作仿古

同音文《施氏食狮史》，让学生试着

朗读，感受汉语“同音”现象的趣味

性；再让学生用普通话翻译，感受古

代汉语语言的魅力，同时发现现代

汉语双音节词占优势以及单音节语

素多等特点，与古代汉语“单音节词

占优势”的特点不同。

３、融入新时代互联网文化
新时代互联网是一个语言文

化开放、创新的地方，网络新词新

语不断产生。一些新词新语逐渐

具有了全民性、社会性，广泛被大

家接受并应用，甚至被媒体使用，

这样的语言形式既有趣又有用，可

以引入教学，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例如，讲解动词的语法特征

时，可以给学生提到“Ｖ了个假 Ｘ”
这个当下流行且学生熟悉的语法

格式。“过了个假国庆”、“过了个

假年”、“谈了个假恋爱”是使用频

率比较高的网络用语，学生熟悉且

感兴趣，可以较好地引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进而提高教学效率；同时

可以让学生思考，按照格式再举出

更多的例子，进而可以发现该格式

的语法特点———“Ｖ”是动词、“Ｘ”
是名词，“Ｖ”与“Ｘ”是动宾关系。
“用例先行、理论在后”在语言类

课程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我们可以对“Ｖ了个假 Ｘ”语
法格式的语义和语用意义进行分

析：以“过了个假国庆”为例，预设

“过国庆”是真，但是没有达到说

话者的主观预期效果，没有实现说

话者的某些目标，结果不如预期，

进而说是“过了个假国庆”；“Ｖ了
个假Ｘ”实质上是说话人视角主观
评判的真假问题。

再例如，可以结合一些当下热

门互联网话题，引发思考，进行启

迪。２０１６年的网络流行语“蓝瘦
香菇”至今仍是一个网络交流语，

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案例，可以引入

“普通话声母”教学或“方言”教

学。在介绍“蓝瘦香菇”流行缘起

的基础上，让学生明白其本意是

“难受，想哭”，进而让学生找到广

西南宁话与普通话“ｌ－ｎ”、“ｓ－ｓｈ”、
“ｇ－ｋ”等的对应关系，揭示出广西
南宁话里没有翘舌音、没有送气

音、ｎ和ｌ不分等语音特点，接着让
学生自查自己说的方言中是否有

类似问题。结合互联网中的具体

语言文化现象，让学生在探究式学

习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普通话声母

的教学内容，实现学生规范、标准

发音的教学目的。

（二）寻找汉语文化特色思

维，启迪学生

语言具有民族性、系统性，汉语

具有汉民族系统化的特色。在现代

汉语课程中，寻找汉语文化特色思

维，从方法论的角度启迪学生，进而

促进课程教学更有效率地开展。

１、“偶数”文化思维
汉民族对偶数青睐有加，如

“成双成对”、“好事成双”、“双喜

临门”等表达了汉民族人民对他人

的美好祝福，表现了汉民族人民对

“偶数”独特的喜爱。现代汉语中

“双赢”、“双休”等词语，以古代汉

语语序特点构式，把数词“双”置

于动词之前，对汉民族这种“偶

数”文化思维进行了传承和创新。

“四大流派”、“四大天王”等

是由偶数词“四”＋大＋名词构成的
特殊短语，展现了汉语习惯用这样

的格式概括某一领域的典型。

成语是古代汉语的独特产物，

以“四字格”为基本格式，言简意

赅，韵律和谐。现代汉语继承了这

种含义丰富、具有书面色彩的固定

短语。一部分成语可以结合同义

词、反义词来掌握，如“心满意足”

是由古代汉语中同义词“心”和

“意”与同义词“满”和“足”，拆散

连用，交叉搭配，构成的成语；“深入

浅出”是由古代汉语中反义词“深”

和“浅”与反义词“入”和“出”，拆散

连用，交叉搭配，构成的成语；“生死

存亡”是由古代汉语中同义词“生”

和“存”与同义词“死”和“亡”，拆散

交叉，对立构成的成语。“偶数”文

化思维无处不在。

对联是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的汉语汉字文化，是灵活运用

对偶辞格的典型语言现象，也是

“偶数”文化思维的具体形式。

结构助词“的”、“地”是否使

用，受到前后词语音节数量单双的

影响。例如，一般说“好主意”，而

非“好的主意”，是因为单音节形

容词作定语时，通常不加“的”，

“的”的前后是平行对称格式。平

行、对称，蕴含“偶数”文化思维。

其他体现“偶数”文化思维的

汉语现象不再一一举例。在现代

汉语教学中，上述反映“偶数”文

化思维的语言现象都可以在此视

角下讲解。

２、“谦虚、委婉”文化思维
“谦虚、委婉”不仅是中华民

《长江丛刊》２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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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汉民族的一种

文化思维。通俗来说，“谦虚、委

婉”本质上就是替他人着想，不要

让他人为难或不舒服，汉语表达也

以此为准则。中国自古以来，产生

了许多敬谦词，无论是“敬”还是

“谦”，都是自我谦虚的体现，如

“敬赠”和“惠赠”等。为了适应交

际的需要，可以选用不同色彩的同

义词表达委婉的语气，例如把“死”

说成“老了”、“走了”等。因此，在

进行相关知识点讲解时，应当引入

“谦虚、委婉”文化思维，让学生“知

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三）基于文化，设置特定的

教学环节

基于汉语、汉字文化，设置多

种特定的教学环节，例如课前分

享、课前提问、随堂讨论、布置拓展

式作业等，有意识地打造全班对汉

语汉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环境，

增强对汉语汉字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的意识，营造全班学汉语、全班

学汉字的氛围，增强提高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使用规范性的意识。

１、设置课前分享环节
设置课前分享环节，让学生提

前准备并在此环节分享有趣的语

言现象或者有趣的汉字解析，引导

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

同时，能够熟练运用理论来分析日

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语言现象，进

而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和语言

分析能力。

２、设置课前提问环节
根据教学进度按节分别向学

生介绍重要的、符合要求的参考书

目和篇目，提出阅读要求，通过课

前讨论、提问等形式有所反馈。

３、组织随堂讨论环节
针对具有文化特色的重点教

学内容，组织随堂讨论环节，以探

究式学习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４、布置拓展式作业
在布置作业环节，鼓励学生自

己钻研问题，引导学生把课堂上老

师抛出的具有文化内涵的知识点、

生活中有趣的语言现象等写成读

书笔记或短篇论文；适当布置学生

进行社会语言调查。

（四）鼓励学生开展假期实践

活动

针对“对语言文字类课程学习

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应积

极鼓励学生开展假期实践活动，到

中小学、正规培训机构开展教学实

习工作，或到企事业单位从事行政

文秘、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切实

感受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院部及学校应该做好高等教

育和基础教育的衔接工作，重视汉

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的实习工作，

多创造、提供实习机会；教师做好

实习指导工作。

三、结语

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语言学

概论的先行课程，学好现代汉语的

内容，养成学习的好习惯，掌握学

习语言文字课程的方法，对之后的

语言文字类课程的学习具有直接

影响作用。当然，课程改革离不开

人才培养方案和评价体系的完善，

结合汉语汉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把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这个核心素

养作为评价内核，改善汉语言文学

专业师范生培养方式，必然会促进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语言

文字应用能力等基本素质和核心

素养的提升。经过六年的教学实

践改革，通过问卷调查和书面测试

等方式对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主

动性、积极性和掌握基础知识的情

况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在文化传

承与创新视域下对现代汉语课程

的改革效果良好。实践证明，语言

文字类课程特别是现代汉语教学

时，大力引入文化因素，可以大大

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有利于

打造有文化、有内涵、有品位的高

质量现代汉语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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