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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应用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写作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严小红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120

摘要：当前，社会需要能为国家、地方所用的具备“知识 + 能力 + 素质”的“多元化、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作为地方应用型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大学写作》课程应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立足“新文科”建设等背景，积
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学改革。本文主要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探讨汉语言文学
专业写作课程的改革，以期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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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society needs “diversified, compound and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knowledge + ability + quality” who can be 
used by the country and localities. As a main cours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i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the “College 
Writing” cours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eaching reforms that conform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chool's school-running orientation and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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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地方性本科院校，当前，学校正处
于向应用型大学转型的攻坚阶段。在此背景下，
汉语言文学这一传统专业，也在积极寻求改革，
以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充分调研和论
证的基础上，本专业以培养人文素养深厚、专业
基础扎实、职业技能娴熟的中文人才为目标。《大
学写作》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和专业
基础必修课，理应精准对接学校办学定位，行业、
专业需求，积极探寻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学改革。

一、课程教学现状

目前，《大学写作》课程教学还不能很好地
满足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学生学习主动性不
高，学习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仅
从教学层面看，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课程目标不明确，教学内容陈旧
长期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写作课常

被视为文学史或文艺理论等课程的补充。虽作为
一门独立开设的课程，但部分教师更倾向于从“专
业性”的角度出发，侧重讲授诗歌、散文、小说、
戏剧等文学文体，忽略对写作学理论、应用文等

内容的讲授。即便讲授文学文体，部分教师也重
理论，轻写作实践，偏重对文体特征等理论知识
的讲解，更有甚者将写作课变为文学作品鉴赏课，
且选择的案例过于陈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而在教学实践环节，因课时有限，课堂练习
较少，主要是以课后作业的形式来巩固相关知识
和验收教学效果，形式较单一。且部分教师布置
作业较为随意，课程作业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学
生在面临真实的写作任务时无从下笔，深感理论
与实践相脱节，学非所用，从而严重挫伤了写作
信心。长此以往，部分学生对写作失去兴趣，完
成作业也敷衍了事。

（二）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方法偏于传统
当前，写作课多采用传统课堂开展线下教学，

教师至多借助多媒体教室等开展教学，教学手段
过于单一。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传统的讲授
法、讨论法和案例教学法等，按照“理论知识——
例文分析——写作训练——批改评讲”等固定模
式进行，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课堂气氛沉闷。

（三）考评方式单一
写 作 课 传 统 的 考 核 主 要 是 由“ 平 时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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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期末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约
占 20%~40%，“期末成绩”约占 60%~80%。期
末考核主要采用试卷形式，但试卷考核方法较
单一，且考查不够全面，加之忽略过程性考核，
因而最终的写作课成绩不能直观有效地反映学
生的学习情况和真实的写作水平。

（四）教师队伍不够合理
写作课教学团队缺乏具有行业背景和学科

背景的授课教师，大部分授课教师是由文学史、
文艺理论等课程教师临时兼任。同时，教学团
队在年龄、学历、职称分布方面均不够合理。

二、课程教学改革

鉴于上述情况，《大学写作》课程教学亟
需改革。写作课的改革不仅要精准对接学校办
学定位，还要结合“新文科”建设、专业认证、
课程思政、“互联网 +”等教育背景，积极探
索符合时代、行业和自身特点的教学改革之路。
近年来，结合数字化时代人才培养要求，本课
程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线上线下融通的混
合式教学。教学团队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修订课程目标
作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

干课程，《大学写作》课在制定课程目标时应
考虑三个层面的需求：一是须达到本科教育的
基本要求，写作理论应与写作实践有机结合。
学生不仅要系统掌握写作方面的基础知识和理
论，更要掌握基本的写作方法和技能。二是体
现专业本色。三是符合应用型、创新性人才的
培养要求，以产出为导向，注重对学生写作能
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鉴于此，该课程目标可
设置为：

（1）学生通过线上课程学习和观摩，全面、
系统地掌握写作学的基本原理；掌握创意写作
思维类型和操作方法；掌握文学文体、文艺评
论和常见实用文体的文体知识； 

（2）在线下实践教学中，通过案例研习、
实操性的阅读、评改、编辑训练，培养学生阅读、
评改和编辑各类文章的能力，在“会读、会改、
会评”基础上，最终达到“会写”的能力。

（3）通过组建写作社团、开展文学作品展
演、深入基层采风创作、与当地作协进行文学
联谊等活动，帮助学生提升写作能力，厚植家
国情怀，健康审美情趣，培育创新意识，最终
形成具有创新取向的文学写作及文化创意能力。

（二）更新课程内容
在更新课程内容时，突出“三特性”：一

是重“基础性”，系统讲解写作学的基本概念、
原理，学习创意写作的思维与方法；二是重“专
业性”，基于在“会读、会改、会评”基础上
达成“会写”的课程目标，系统讲授各类文学
文体知识、进行写作训练的同时，也穿插进行
阅读、文艺评论、文章编辑等相关的知识讲授
和能力训练；三是突出“实践性”，通过开展

文学社团活动、写作成果展演活动、写作采风
活动等，达成在实践中教会学生写作的目的。
并以此为依托，讲授各类应用文的文种知识。

（三）开展课程资源建设，构建较合理的
课程内容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

为保障教学的顺利实施，本课程积极开展
课程资源建设。

（1）线上资源建设：一是利用好已建成的
市级精品在线课程资源——《基础写作》在线课。
该课程集写作理论、创意写作思维训练和写作
方法演示等于一体，形成逐层递进的教学内容
体系。该课程资源有效解决了线下教学资源不
足、课时不够、写作训练缺乏互动性等难题，
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二是搭建线上合作探究平台。借助学习通、
QQ、腾讯会议、公众号和虚拟教研室等信息化
技术和平台的辅助功能，推动学生主动化、互
动化和深度化学习。

（2）线下资源建设：打造深度融合“新文
科”“课程思政”理念的教学内容和实训体系。

一是建成体现“课程思政”的线下教学资源。
选用和融合多种优质教材资源，确定课程内容，
完善各章节思政目标、案例、课件等育人资源
建设；

二是打造多维度的实训体系，主要包括：
“专题写作”。采用协同 - 共创的“新文

科”建设路径，合理融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
伦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生态学等跨学科知
识，进行“师德师风”“童年故乡”“节庆民俗”
等主题写作，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提升其写
作能力。

“ 翻 转 课 堂”。 以“ 备 教 材 学 教 材 讲 教
材”“写作小组文章互评互改”等形式开展“生
讲师评”“生讲生评”“研讨辩论”“合作探究”
等翻转课堂教学，推动学生互动式和深度化学
习。

“成果展演”。借助“自创诗歌散文朗诵
大赛”“自写自编自导自演小品大赛”“写作
小组自写自编写作杂志展”“写作主题辩论
赛”“征文大赛”“学生作品公开发表”等特
色教学实践活动，引入竞赛机制，以“赛”促写，
提升学生写作能力。

“文学社团”。主要依托各类文学社以及
文学杂志，并充分利学院组建的诗社、戏剧社
等文学社团，开展文学创作、联谊、作品互鉴
以及期刊编辑等活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文
章编辑能力和文章发表意识。

“采风活动”。利用已搭建的多个校外采
风基地，以及常态化运行的“作家进写作课堂”
机制，学生与本土作家一起去基层采风，在采
风中提升学生写作能力，同时引领学生深度参
与乡村振兴、传播地域文化等活动，践行服务
地方、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

（四）改进教学方法
本课程依据教学内容及资源建设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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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用活动教写作，在写作中教
写作。

一方面，用活动教写作，重视多样化的写
作实践活动。采用编辑写作杂志、自创诗歌散
文朗诵大赛、自写自编自导自演小品大赛、征
文比赛、文章发表、采风活动等形式展示写作
成果。通过以“赛”促写、以“晒”促写的方式，
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写作兴趣和文章发表意
识。

另一方面，用写作教写作，重视教学方法
的改进。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本课程团队成
员大胆探索，通过“专题写作”、“翻转课堂”
等教学实践，既灵活采用讲授法、讨论法、案
例分析法等传统教学方法，也综合运用小组合
作探究、任务驱动、情境创设、项目型教学法
等方式开展教学，推动学生主动、互动式学习。
尤其是在项目型教学法的运用中，取得了显著
成效。

所谓“项目型教学法”，是“以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为目的，以项目为依托，以学
生为中心，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各种资源，
展开各种活动，通过亲身体验和合作，习得知
识与能力。它既是教学手段，也是学习方法，
是学生和学生、教师和学生的合作活动。”[5]

例如在讲授写作学原理时，学生很难理解深奥
的理论，如采用传统的讲授法，学生将毫无学
习兴趣，此时则可采用项目型教学法。教学团
队采用以写作小组合作探究的形式开展“备教
材学教材讲教材”活动。一方面，写作小组成
员结合自身写作经验，分享对合格的写作主体
应具备哪些素质与能力，如何提升？在写作客
体中如何取材？写作活动中的“读者意识”，
写作运思等问题的见解，并反思自身在写作能
力与素质、写作素材收集、写作的读者意识、
写作运思……方面的困惑，利用小组成员讨论
会、专业作家进课堂等积极交流，以期找到突
破写作“瓶颈”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写作
小组成员结合所学写作学原理，以“准教师”
身份，利用到中小学见习、研习等契机，通过
听课、实地调研、走访，与一线中小学语文教师、
学生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发现中小学作文“教”
和“学”方面存在问题，并通过查阅资料、对
比分析、讨论交流等方式，提出具有可行性的
解决办法。各写作小组在整合相关信息的基础
上，选择 1-2 个有关写作学的话题，撰写研习
小论文，推荐代表上台分享写作成果。再结合
其他写作小组和教师的评改意见，修改完善小
论文，鼓励优秀论文积极投稿发表。在该项目
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既让学生发挥了主动
性，通过亲历的方式真正体认并验证了写作学
相关原理，也培养了学生查找、整合信息的能
力和团队合作意识，培养其问题意识和学术思
维，也积极探寻产学研新模式。

（五）建立新的考评体系
传统以期末考试定成绩的考核方式，很难

体现学生的整体学习情况和真实写作能力，《大
学写作》课程需建立多层次、更全面和科学的
考评体系。

首先，考核内容应涵盖学生的写作理论知
识、能力和综合素养三个方面。其次，考核形
式多样化，可涵盖习作、在线课程学习和练习、
项目实操、成果汇报、写作比赛、课程论文、
文章发表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
学习态度、个体写作能力、团队合作、项目完
成情况等分别设定相应百分比，进行全方位考
核，真正将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
以求考核的全面性。

此外，还应实行考核主体的多元化，在教
学实践中，将学生自评、小组成员互评、组间
互评与教师考评相结合。

综合上述因素，将写作课学期总成绩设
定 为： 学 期 总 成 绩（100%）= 线 上 成 绩（ 占
30%）+ 线下成绩（占 70%）。

线上成绩（100%）= 在线课件学习及动态
讨论（40%）+ 单元测验（30%）+ 作业（30%）

线下成绩（100%）= 课堂综合表现（10%）
+ 写作成果 ( 习作）（30%）+ 教学实践（30%）
+ 公开发表文章（大四第一学期期末前）（30%）

（六）优化教师队伍
校内吸收具有行业背景和学科背景的专任

教师加入教学团队，打造“双师双能型”教师
团队。邀请专业作家和一线中小学语文教师进
课堂，建设写作课采风基地，创建写作工作坊，
实现第一、第二课堂深度融合，建立校 - 校合作、
校 - 地合作、专任教师与行业专家协同育人的
长效机制，探索产学研新模式。现已建成多个
采风基地，聘请多位专业作家和一线中小学语
文教师成立写作课教学顾问团队，推动全方位
协同育人。

三、结语

近年来，《大学写作》课积极进行课程教
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对新形势、新
要求，还需要任课教师与时俱进，积极探索，
不断反思、总结，以期取得更大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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