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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目前的汉语言文学教育现状来看，存在对汉语

言文学教育不够重视的现象。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对于

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注度较少，只在高等教育阶段才加强

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视。因在中小学阶段未能打下良好

的基础，致使高等教育阶段的汉语言文学学习压力较大，

且教师未能以培养学生的汉语言文学能力和综合语言应用

能力为目标开展教学工作，而是在应试教育的理念下将考

试重点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其中，涉及的文学性知识较少，

导致汉语言文学教育工作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价值。基

于此类问题，急需针对汉语言文学教育工作加强重视，并

使其与语文教育进行良好对接。

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其可为学生的语文素养

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尤其是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相关内

容承载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良好的传承价值。但

从目前的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来看，由于其未能与语文教

育构建良好的联系，导致语文教学体系难以完善，这将直

接影响语文教育以及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效果。特别是当前

的教育背景下，更为注重素质教育工作，要想促进学生文

学素质的发展，则需在语文教育体系中摆正汉语言文学教

育的地位，并使其与语文教育工作建立有效的联系，无论

是从教育内容还是在教育方法上两者的衔接度均较高，基

本无需磨合便可达到良好衔接，如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提两

者的衔接性，必定可以实现对语文教育资源的合理整合与

利用，有助于提升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并且能够为汉语言

文学教育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强化汉语言文学教育整体

水平 [1]。

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交际能力。语言作为人类

交际的主要工具，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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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大部分场合中，均需要利用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如

在商业谈判中，需要利用语言工具进行协商沟通，在人际交

往中需要语言工具表达各自情感与意愿。可以说，所有人类

活动均离不开语言工具。而语文教育中，主要可以帮助学生

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通过有效的组织语言表达自身的意愿

与想法，可强化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对于学生的后期发展

极为有利。

另一方面，能够强化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与他人进

行日常交流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思维转变为语言输出的过程

便是利用语言工具的过程，通过语文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打下

良好的语言基础。主要包括对字词、语句和优秀文本的积累。

当学生能够将语文教育中所学习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知识

体系后，在日常进行语言表达时，便可在脑中思索相关的知

识，并通过特定的思维模式将其转换成语言表达出来，这一

过程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 [2]。

为实现内容对接的目标，先需要做到对教材内容的全

面分析与研究，在明确教学重点的基础上理清教学思路，同

时做好汉语言文学教材的研究工作，划分好教学重点，再将

两个教学内容进行对比，将其中重复的内容去除，并且找出

两者存在联系的内容。为了避免出现衔接不良的现象，进行

重复内容处理时需要将其中的部分内容适当删除，以粗略带

过的形式实现内容连续性，并且对两者存在联系的内容进行

有效整合，提升两者的整体性和衔接度。该种对接方式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并能保障语文教育效

果和汉语言文学教育效果。通过两者教育内容的有效整合能

够有效打下语文基础，并为后续的汉语言文学教育工作提供

有效的知识支撑。此种教育方法还能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和

学习负担，以循序渐进的递进方式有助于带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教学理念的对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语文教育以及

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有效性。而要想达成理念对接的目标，则

需先对两者的教育理念作具体分析，并且从中找出统一的思

想，做好教育观念的统一。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需要基于

教育现状进行不断深入研究与改进，不断完善其中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方能做到对教育理念的革新，并且根据语文教

育内容特点以及汉语言文学教育特点构建起统一的教育理

念，实现理念衔接目标 [3]。

理念衔接的要点为需要遵循人本原则和生本原则，在

实际教育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且为学生打造轻松

愉悦的学习氛围，使学生能够在该种氛围内主动学习与探

究。同时，要求教师能够做好教学引导工作，确保当学生探

究知识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给予正确引导，使学生均

能朝向正确的轨迹探究学习，此种方法能够进一步提高语文

教育效率。另外，为学生创造独自思考与学习的机会，能够

使语文教育理念以及汉语言文学教育理念以学生主体化趋

势发展，为两者的衔接奠定良好的基础。

方法衔接指的是，教学方法衔接，旨在对语文教育教

学方法以及汉语言文学教育方法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找

出两者比较契合的教学手段，并对其中存在的潜在问题进行

分析，通过对教学方法的重组来达成方法对接的目标，实现

语文教育方法与汉语言文学教育方法的统一。在方法衔接得

当的基础上，不仅能够强化语文教育效果为后续的汉语言文

学奠定坚实的基础，还有助于强化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

力，增强学生对特定知识的转化能力，并使其得到有效应用。

在进行方法衔接的过程中，要求教师能够发挥好指导作用，

通过对教学方法的深化与重组来达成知识扩展目标，对学生

的语言知识结构进行完善。除此以外，还需积极引用多种先

进的教学方法和技术，使语文教育以及汉语言文学教育之间

建立更好地联系。

语文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强化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然而，中国目前的语文教育工作中存在实

践性较差的情况，致使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难以得到有效

提升，基于此类问题进行语文教育以及汉语言文学教育对接

时，便需要强化语言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做到对实践能力以

及创新能力的有效对接，以此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

思维能力得到良好锻炼。如在进行汉语言文字学教育工作

时，可以采取开放式的教学手段，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和自

主学习的机会，并引导学生对具体问题进行积极探索。此外，

还可以采取多媒体形式做到对教学方法的灵活选用，并且做

好汉语言文学以及语文教育的结合工作。

由于人类活动中离不开语言工具的支持，致使语言表

达能力已经成为评判综合素质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在现

阶段的语文教育中，存在一定的弊端，并未与汉语言文学教

育进行有效衔接，导致语文教育工作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不能增强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这无疑会影响语文教育

价值。针对此类问题，上文中从内容对接、理念对接、方法

对接和实践对接几个层面探讨了针对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

学教育对接的有效手段，可以有效达成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能

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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