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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与高校文科 

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实践研究 

以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实践为例 

李 灿，罗玉成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我国高校文科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文精神的缺失，文科应更多地注重学 

生人格修养、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实践证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遵循 

中国传统的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可以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的革新来激发 

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令其成为具有完满人格与生命活力、富于人文理想 

与探索精神的全面发展的个体，从而促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在新时代的复兴，使文科教育 

成为先进思想的孕育者和时代精神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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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Study for the Sake of Self—improvement 

and Liberal Arts’Humanistic Education Mode in Colleg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as an Example 

LI Can，LU0 Yu—cheng 

(College ofLiterature and Science ofLaw，University of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Liberal arts in colleg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humanistic disposition education．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ideal of the study for the sake of self—·improvement c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disposi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by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Key words：the study for the sake of self— improvement； college； liberal arts； humanistic 

disposition；education mode 

文科在高校办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没有文科办不成一流大学”已经 日益成 

为教育界的普遍共识。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 

因，我国高校文科曾一度不受重视，功利主义的浪 

潮湮没了文科教学的人文精神，使教学沦为一种被 

动的、僵化的活动，并导致 “高校学生人际关系 

交往困难、社会适应性差、学习动力不足、享乐主 

义等不良后果”⋯。 “为己之学”作为中国先秦儒 

家所提出的一种教学理念，倡导教育不是为了各种 

外在的功利目的，而是为了内在的主体的完善，强 

调 “学”之内在的真实兴趣和人在 “学” 中所获 

得的人格的完满与精神的快乐， “这种 ‘为己之 

学’对人的内在德性注重的传统，对于端正我们 

的学习态度、克服学术与教育中的过于功利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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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化的偏颇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诚如蔡元培所 

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 

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 

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_3 汉语 

言文学专业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专 

业教学过程中融人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得 

以使教学活动化被动为主动，变僵化为优化，有利 

于促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形成。 

一

、 “为己之学” 的教学理念以教 

学内容的革新促进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的彤 成 

(一)重视挖掘专业课程的人文内涵。积极拓 

展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深度 

在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实践中，主讲教师 

遵循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特别注重挖掘教 

学内容的人文内涵。教师们在集体备课中十分强调 

“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这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 

课程的教学内容不能仅仅停留于对作品的形式技巧 

的讲解，而应更多地揭示作品背后深刻的人文底 

蕴。因此，在文学史、语言学、写作学、文艺美学 

等核心专业课程的教学设计中，教师们注重加强教 

学内容的人文性，力求使专业教学得以成为人文素 

质教育的一部分。“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通过对学 

生进行人本精神的教育和熏陶，通过理想与信念的 

追溯，使之获得立于身、立于家、立于国、立于天 

地之间的根本道理，在把握人生的真谛和享受人的 

尊严中，感悟人生的胜境。”_4 我校汉语言文学专 

业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革新拓展了教学的深度，为人 

文素质教育模式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强调突破专业课程的狭隘视野，不断增 

加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广度 

孔子提倡 “为己之学”，反对执着于某种单一 

的学问，所谓 “君子不器” 5 J。因此，汉语言文学 

专业注重人文素质教育，致力于培养学识渊博的 

“通人”。第一，在本专业内部打破各门课程的藩 

篱，注重文学史、语言学、写作学、文艺美学各科 

教学内容的交叉互补，使各门专业课程内容得到有 

效整合；第二，重视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与其 

他学科门类之间的联系，在本专业的教学内容中适 

当渗透哲学、历史学、艺术学、法学、经济学、政 

治学、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 

知识；第三，提倡从社会实践出发解读古今中外的 

文学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以合理地阐释文学与人 

生之间的关系。总之，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通 

过不断地增加教学内容的广度来推动人文素质教育 

模式的建构。 

(三)大力提倡专业课程的原典教学。努力促 

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优化 

标准化的教材一方面为教学提供了一个基本准 

绳，另一方面则成为一种显在的束缚，很容易形成 

照本宣科的教学定势，从而使教学内容机械化，压 

抑了教与学双方的主体性。为此，我校汉语言文学 

专业教师从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出发，高度 

重视教学内容的优化，强调将原典作为教学的一个 

重要内容。经典作品的知识含量和思想境界是普通 

读物难以企及的，其感染力和启发性也是无限的。 

孔子曾训导子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经》是我国古 

代的经典之作，具有 “兴、观、群、怨”的社会 

效应，因此孔子才告诫子弟： “不学诗，无以 

言” J。通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变革， 

引导学生直接阅读原典，激发学生 自由读书的愿 

望。正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 兴趣是学生持续学习的深层动力， 

故提供丰富多彩的原典就成为优化教学内容的最佳 

手段：“其实到哪一所大学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学问的实质，像天国一样， 

在于本身，必须出自内心。”_9 原典使教学内容得 

以大面积更新，而且对学生更具吸引力，为人文素 

质教育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动力。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推动我校汉语言文学 

专业在教学内容方面进行改革，使其拓展深度、增 

加广度，使教学内容更为广博渊深，有力地促进了 

高校文科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形成。 

二、“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以教 

学方式的革新促进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的 成 

(一)探索专题式教学，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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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人生 

“为己之学”要求教学不能迷失于书山学海之 

中，“学”之终极 目标是解决人类实际的生存困 

惑。因此，“学”注重知识的迁移，使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既提高个体的人格修养，又为整个国家和 

社会提供核心价值观。孔子曾说： “君子博学于 

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只有将所学 

的书本知识与社会人生融会贯通，才能学以致用。 

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 

积极探索专题式教学，尝试通过对社会重大问题的 

关注和探讨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关注 

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在 “中国现代文学”和 “中 

国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主讲教师十分关注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逐渐提炼出 “主旋律 

文学”这一专题，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对相关 

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不但引发学生的热 

切关注，而且推动了自身科研水平的提升 ，随着 

主讲教师对此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最终汉语言文 

学专业得以开设一门新的课程—— “主旋律文学 

研究”。这一新课程既具有原创性，又富有深刻的 

人文使命，堪称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典范，推动高 

校文科教育成为先进思想的孕育者和时代精神的引 

领者。 

(二)推动论辩式教学，培养学生勇于质疑的 

探索精神 

“为己之学”认为 “学”之深层动力来 自于主 

体的内在体认，反对外在客观真理的存在。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 因此，“学”之过程不在于一味地吸收人类 

已有的文化成果，而在于主体在对前人成果的质 

疑、反思和批判中推动学术思想的进步，使之适应 

当代社会 的发 展，此 即孔 子所 谓 “温故 而知 

新” 。为了防止学生思维僵化，我校汉语言文学 

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训练学生的逆向思维， 

引导学生勇于挑战各种 “权威”思想，并经常组 

织学生进行正题和反题 的思考和辩论。比如在 

“美学原理”的课程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们对美 

与真善的关系进行辩论，使学生质疑传统的 “真 

善美合一”的命题，反思人类社会所客观存在的 

“美与真善互相颠覆”的现象，并进一步探索美与 

真善的区别及联系，得出美与真善应当 “殊途同 

归”的价值判断，促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可见，这种论辩式教学既激发了学生的求 

索精神，又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是实现高 

校文科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一种有效手段。 

(三)提倡自主式教学，鼓励学生自由演讲和 

自主写作 

“为己之学”强调主体的个性见解，重视学生 

的独立思考能力。孔子曾指出：“不愤不启，不悱 

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l1 如果学 

生自身缺乏兴趣和投入，就不会有好的学习效果。 

处于良好学习状态下的学生能够思如泉涌，举一反 

三，达到 “教学相长”的教学境界。因此，我校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坚持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文学史、语言 

学、写作学、文艺美学等核心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 

中，学生们得以尝试 自主选题，自制 PPI"课件上 

讲台进行演讲。在这种自主式教学过程中，学生将 

所学的各种知识融会贯通，逐渐涌现出许多具有学 

术价值的新思想，这些思想成果也成为学生学年论 

文、毕业论文的直接来源。比如许多学生对所学的 

中国和西方的文学、美学、哲学进行综合研究后， 

致力于探讨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在吸收西方先进文明 

成果的同时在创作中融人中国本土文化精神，这种 

探讨促使学生反思中国应如何在 “全球化”历史 

语境中实现文化突围，这不但推动了学生的学术创 

新能力，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文学作品人文内涵的挖 

掘，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既推动我校汉语言文 

学专业在教学内容上的变革，又促使教学方式的推 

陈出新，通过专题式教学、论辩式教学、自主式教 

学有效促进了高校文科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建立。 

三、“为 己之学” 的教学理念以教 

学评价的革新促进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的彤 成 

(一)变革考试的主体内容和题型结构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不以知识掌握的多寡 

作为学习成效的衡量依据，而是看重 “学”对于 

社会人生的价值。因此，为改变文科学生一味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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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背重点的弊病，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课 

程考试的内容及结构作了较大调整。首先，在内容 

方面，许多试题不再直接来自于教材，而更注重考 

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其次，在题型方面，不断加大 

辨析、论述等主观题的分量，减少填空、选择等识 

记类题型的分值，以此引导学生注重自身能力和素 

养的提升。比如 “美学原理”课程考试主观题 占 

50分，而 “辨析中国无悲剧”、 “辨析趣味无争 

辩”、“论述人造美女现象”这一类型的考题则更 

多需要学生灵活运用所学内容作出 自己的独立判 

断。考试主体内容和题型结构的变革不但为学生指 

明了学习的风向标，而且为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建 

立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逐步建立非考试的其他评价机制 

为贯彻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保障人文 

素质教育模式的顺利进行，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教师还在探索逐步建立非考试的其他评价机制。其 

一 是将学生的总体表现和综合素质作为课程成绩的 

一 个基本要素；其二是将学生的课堂演讲和辩论作 

为课程成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三是将学生的课后 

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作为课程成绩的一个衡量因 

素；其四是以课程论文作为课程成绩的主体要素。 

比如 “西方美学史”等课程将课堂演讲和辩论作 

为衡量成绩的指标之一，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辩思维 

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则 

将课后读书笔记作为课程成绩的一个因素，强调学 

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而其它许多考查课程则 

直接以课程论文作为课程成绩的主体要素，并将学 

生的总体表现和综合素质作为课程成绩的一个基本 

要素。总之，各种非考试评价机制的介入使教学评 

价 日趋多元化，对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建构 

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实践证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 

遵循中国传统的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可以 

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的革新来激发 

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令其成 

为具有完满人格与生命活力、富于人文理想与探索 

精神的全面发展的个体，从而促进高校人文素质教 

育模式在新时代的复兴，这反过来又证明中国传统 

的 “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在现代教育中的价值 

和意义，二者的交互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 

究。 

注释： 

①罗玉成在 “主旋律文学”的专题教学过程 

中主持完成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主旋 

律文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并出版专著 

《主旋律文学研究》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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