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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Learning” to Promote “Acquisition”—Discussion on 
the Reform of College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Tingting Zhao
Gansu Finance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college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t is urgent to deepen reform.Schools need to promote 
“acquisition” by “learning”, make effective use of classroom teaching time, guide teachers, design activities and tasks suitable for 
college students, increas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activities,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so as to make the classroom l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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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得”促“习得”——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改革试论
赵婷婷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深化改革。学校需要以“学得”促“习得”，有效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教师引导，设
计适合大学生的活动与任务，增加大学语文教学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传统语文课堂教学模式，让课堂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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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语文是各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课程，旨在

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提升人文素养。大学语文作为公共基

础课，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传统的大学

语文课堂教学效果越来越不理想，弊端逐渐显露。随着高校

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改革亟待深化，课

程改革任重道远。

2 大学语文课堂现状

教学改革推行多年，一直在改变过去的教学方式，因为

旧的教学方式弊端太多，新的教学方法要调动起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实践性，使得学生真正地学到知识。

那么如今的大学语文课堂是什么样的呢？老师是如何教

的，学生又是如何学的呢？

2.1 老师怎么教

目前的大学语文教材大多是大量古今文学名篇、中外名

著经典文章的鉴赏与阅读，教师在课堂上还是采用传统的“满

堂灌”讲授式教学，分析课文，枯燥无味，过于程式化。将

板书内容做成 PPT 展示，无法发挥多媒体设备的优势。有些

教师受电脑的限制，坐在教室固定位置上，全程盯着电脑屏幕，

不与学生交流互动，或者很少互动，只是提问回答，形式单一。

老师是“领导者”，掌控课堂，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2.2 学生怎么学

学生上课只是被动听，时间一长就会疲劳，导致精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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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集中。课后完成作业时为图省事直接从百度上抄袭，课前

课后从不翻书，对于老师布置的任务配合度不高。

枯燥、无趣的课堂对学生形不成任何吸引力，师生缺乏

良性互动，老师教得费劲，学生学得不好。大学语文的卷面

考试成绩不高，挂科率居高不下。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要想生动活泼，教师必须改变教学方

式，让学生充分参与教学全过程，通过师生交流提升教学效果。

3 以“学得”促“习得”，有效利用课堂教学

时间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最好的效

果，是课堂教学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过去的教学把时间基

本都留给了“学得”，而不重视学生的“习得”，把握好“学

得”与“习得”所占用的时间比例，才能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3.1 “学得”与“习得”

习得理论最初是受乔姆斯基（Chomsky）的生成语言

学理论（如婴儿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的启示产生的 [1]。

人类获得语言的途径有“习得”和“学得”这两条。习得

是在母语环境的作用下，在非教学条件下主动获得母语的

过程，是非正式的、自由的、课外的活动，也就是说，人

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进行学习，如通过写作、交谈、阅

读等使自己掌握语言的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学得是有意

识的、主动的学习，是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学到有关

语言的知识和能力。例如，在课堂环境下有专门的教师指导，

按照教学大纲和课本，通过讲解、练习等活动，让学生接

收新的知识。学得在教学中相当于语文课堂教学，习得相

当于学生实践活动 [2]。

母语习得和学得的区别主要有：其一，习得是儿童从本

能的要求（生存和交际需要）开始，与其生理和心理的自然

发育、成熟同步进行的过程，儿童是在不知不觉中习得母语

的，是一种潜意识的学习过程；而学得则是学生为了掌握书

面交际手段或完善口语交际能力所进行的目的性非常明确的

活动，除了本身的自觉要求外，还加上教师的督促、考试、

竞争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其二，习得

是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功能和意义方面，集中在语言如

何有效地表达思想以及语言所表达的信息上（语言的内容），

而不是语言形式的掌握、语言知识的获得，往往是潜意识的；

而学得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语言的形式方面，要求有意识地、

系统地掌握语音、词汇、语法等，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语言

的意义。其三，习得的方法主要靠自然语言环境中的语言交

际活动，没有教学大纲，没有课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师；

学得则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大量的模仿和练习来理解、

掌握和运用语言规则 [3]。

3.2 以“学得”促“习得”

无意识习得比有意识学得更有利于语言的学习，习得比

学得更成功且效果长久，但只“习得”不“学得”，在课堂

教学中也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如今大力倡导“翻转课堂”“积

极教学法”“学生是课堂的主体，要把课堂还给学生”。但

是有不少老师并没有理解翻转课堂的真正意义，设计过多的

教学活动，却没有深度和广度，一节课下来看似热闹，学生

却没有真正学到什么。课堂时间有限，老师没有充分备课准

备，课前没有布置好任务，或者没有监督课前作业的完成情

况，导致上课时间没有被有效利用，甚至是浪费时间，完不

成教学任务，比如只是为了讨论而讨论，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让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去讨论，最后老师什么都没讲这一节课

就结束了，这就失去了分组学习的意义，只是走了个形式。

有些教师上完课后没有持续跟进，要么不布置作业，要

么布置的作业形式老旧，学生抄袭现象严重，要么不督促检

查完成情况，只是威胁学生“不完成作业期末挂科”，很多

学生对此依然置若罔闻，这就反映出激励制度有很大问题。

一味讨好学生，追求课堂趣味的教学，是将宝贵的课

堂教学时间用于本该是由学生在课外自己进行的习得。上课

时间本就是解答学生疑惑，引发学生思考的，应该让其能主

动在课后自己去习得。不“学得”，学不懂，学不得，哪有

兴趣去自主“习得”？课堂上分组讨论、情境演示的过程占

用了太多时间，一节课“热热闹闹”上完了，真正学到了什

么呢？

大学生有能力自行组织活动，自主创设习得环境。不同

于中小学，大学语文在课堂上不需要像中小学那样由老师主

导创设语境，可以由老师布置任务，学生课后完成。有一些

活动成果展示不必完全放到课堂上来，学生可以在课下自发

组织表演、讨论，将问题记录下来，由老师给予点评、指导，

这样能更好地利用课堂时间。

“学而时习之”，习得更有利于知识的掌握，而自主学

得又能促使学生习得，只有学到了真东西，解决了自己无法

解决的难题，有了老师适时的解惑与引导，学生才会对实践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4i10.7372



37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0 期·2021 年 5月

活动更感兴趣，才愿意配合老师完成实践活动。课堂教学应

该将学得与习得相结合，教师的教学中要有学生参与，以实

践活动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学得需有习得做基础，加强习得，

用学得来加速习得。

老师把握好引导的角色，不要让自己成为课堂上“最没

用的人”，不能把课堂完全交给学生，不管不顾。老师应总结、

点评、升华，帮助学生养成自主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

问题的好习惯，在课堂上让学生学有所得，学生才有动力习得。

不能因为要改革就完全否定“讲授法”，一窝蜂地实施课堂

活动而忽略了老师的作用。大学语文老师更是应该设计适合

大学生的活动与任务，增加大学语文教学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4 结语

大学语文的课堂教学要改变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

作引导，学生为主体，设计更有意义的教学环节，运用多种

教学手段，优化课堂效果，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参与性，

让学生每节课都有所收获，从而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学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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