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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大学文学写作教学中存在着教学模式陈旧、内容过于抽象的问题。建构主义认为，学生所获得的知识并非来自于

老师的教导，而是来自于学生自身的知识体验，因而，在进行文学写作教学时，必须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培养学生

的文化素质为根本，本文针对构建主义下高校写作教学的实施策略进行分析，以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写作教学方法，

从而能够提升高校文学写作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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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of outdated teaching mode and too abstract content in university literature writing 

teaching.Constructivism believes that students 'knowledge is not from the teacher's teaching, but from the students 'own 
knowledge experience, therefore, in literary writing teaching, must follow the students' cognitive law, to cultiv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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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学写作的培养，既要反映出学生的语言结构、语言表达、

语言欣赏等方面的特点，又要反映出一个人的文综能力。在实践中，

很多大学文学写作课程的教学质量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现行的

大学语文作文的教学方式太陈旧了，从文体的概念和文体特点入

手，转而讲一些不太实用的写作技能，而且太过理论化，把文学作

文变成了理论性的讲授，与学生原来的知识和认识水平相背离。 

1  建构主义的内涵 

建构主义是一种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基础的知识与学习的

学说，它把学习看作是学生在已有的认识经验基础上产生意义、建

构理解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建构论的产生与其自身的深层原因有

关，与以往的学习理念大相径庭，对教学的设计起到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 
建构论主张，知识并非由老师所教授，而在于学生在特定的环

境中，透过老师及合作伙伴的协助，运用所需的学习材料，借由建

构的方法来获取。因为在特定的情境中，也就是在社会和文化的语

境中，人们需要别人的协助，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所以，它

把“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作为四个基本元素。 

2  建构主义教学理念 

自 21 世纪起，现代科技的高层次和高层次的一体化特征越来

越明显，科技的融合和科研工作的协作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

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也在不断地改变。基于客观性的知识论，传统的

教学观念已无法承担培养新的教学任务，而以建构主义教学理念开

始走入人们的视线，而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则是大学教学改革

中经常使用的热门词汇。瑞士皮亚杰和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

有关学习心理学的思想是：学习不是单纯的输入、储存、提取和积

累的，学习者不会将其从外部转移到自己的记忆中，而建立在个体

体验的基础上，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建立起对新的知识的

认知，将这些能量转化成自己的知识。该学说还指出，知识获取的

数量依赖于学生在自己的经历中构造自己的知识，而非学生是否能

够记住老师所教授的内容。在实际环境中，教师、同学和伙伴都会

积极地进行协商，并积极地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对话、交流，在互

动提问中建立起了知识的含义。在建构主义看来，所有的知识，包

含了科学的思想，最终都是由社会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

这是为了了解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含义与动力。在此，人们被视为具

有胜任和交流技能的行为体，在创造或构建社交世界时表现出了积

极的精神。知识的传播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付出与接收，它必须通过

环境和程序来实现。美国、英国、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

在 21 世纪的教学实践中，把构建主义思想融入我国的教学体制中，

并形成了一种主流的教学理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流行，

以“建构”为中心的教育在线教育、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等教育手

段，使广大教师的教育观念大为改观。 

3  构建主义下文学写作的研究 

根据当前的教育状况，很多大学教师都在进行作文教学方面进

行了积极的探讨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张冉冉在其《高校

文学写作训练方法的探索》中，对学生进行读书笔记的培养、学生

相互批阅等方面的培养，岳筱宁在其《文学与文章——韩国高校写

作教学一瞥》一书中，将中国大学文学作文与韩国大学文学写作的

区别加以对比，认为应重视区别于文学与实践的写作，郑榕玉《阅

读与化用并重理论与技能同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高校写作教

学改革》《阅读与化用并重理论与技能同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

高校写作教学改革》认为，“写作”是以“以人为本”的教育为根

本，以“以德为本”，“以实践为本，以实践为指导”。彭翠在其《回

到文学本身——高校文学写作的课程改革》中，突出了“回归”的

本质，重视“艺术”教育对艺术的推动和艺术的培养。王建英《基

于审美体验的大学文学写作教学探索》认为，高校文学创作通常由

文学概念、具体写法向“写实”的转变，过分强调了“理论性”和

“实践性”，缺少“美学经验”。 

4  构建主义下文学写作教学实施策略 

在教学理念、内容、方法等方面，既要有新的教学方法，又要

有新的教学方法，在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构建了

一种多元、开放、互动的能力训练模型，提高了教师的综合素质。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来论述运用文学写作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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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更新教育观念 

教育是一个由教育者、学习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组成的

多因素、多层次的综合体系。在古代，教育以知识的生成与继承

为中心，需要特别重视教师与教学的内涵，正像唐朝韩愈《师说》

所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多年来，我国教育一再地强调，

老师对于教学的理解与掌握，是传承传统的最重要的一环。随着

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生活中心由封闭的农村向开放型都市转变，

出现了一种更加多元的都市生活形式。从农牧业到工业革命，到

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社会。现代社会正经历着由过去的知识贫乏，

到如今资讯大爆发，整个学习和教学体系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

变化和变化。个人接受的年限越长，获得的知识越多，获得的教

育方式越多，学习的困难也就越多。这就需要教师在不断地关注

教师和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同时也要关注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方法

上的提升。 
4.2  引导学生注重文字技巧的运用 

作文既是学生思维的表现，又是语言的表现。词汇学习是一个

长时间的累积练习，通过对经典著作中的文字技巧的剖析，使其在

文学学习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举个例子，鲁迅的《孔乙己》，

鲁迅一言而出，他一饮而尽，可见孔乙己很穷，为了彰显自己的身

份，他必须要披上一件袍子，一副落魄书生的模样。又比如，在小

说结尾，“孔乙己大概已经去世了。”鲁迅用“大约”来形容他对实

际情况的推测，另一方面，像孔乙己这样的落魄书生，在这样的社

会条件下，最后的结局只有被压迫致死，因此，鲁迅用“的确”一

字，指出了他这种贫苦书生的命运。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带有一种

“鲁迅”的期望，那就是他的“希望”，在这个时代，这种贫穷的

“文士”将不再存在。还有鲁迅的《祝福》，祥林嫂鲁迅，在她发

疯的时候，把她的身体和表情都表现得很呆板，“间或一轮”就像

是在画一个傀儡，但是，也只有那个姿势，证明了祥林嫂是一个“活

物”。很多好的作者都是从模仿入手，例如，余华的卡夫卡，莫言

的福克纳。在大学文学作文中，“模仿”是作文发展到“成熟期”

的最初阶段，不可忽略“模仿”这一原则，而盲目地否认其功能。

为了使大学生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大学文学作文课不应只限于在

教室中进行，应通过对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大量的阅读，来充实和提

高大学生的审美观。提高大学生的美育水平，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学

作文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促进作用。 
4.3  引导学生寻找独特的写作视角 

角度的选取，往往会影响到一份作品的阅读效果。而刚刚从中

学进入大学的新生，常常受到中学老师的“作文”思想的约束，一

旦有了话题，就会陷入死板的写作模式。所以，教学方法应该首先

从学生的作文角度入手。就拿作文课的作文题《故乡》来说，学会

读了之后大致可以有这样的思考：一是写自己的家乡，二是写自己

曾经居住的地方。老师可以指导同学们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如《故

乡》，可以写台湾同胞的家乡，很多台湾人都来自内地，却因为各

种理由，在此之前，或许还有不少台湾老人再也没有回归内地的机

会，如今，海峡两岸的联系更加紧密，台湾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

内地，不过，一些人也许早死了，换句话说，学生已经离家很久了，

还没有回来过。从这种视角，可以描写海峡两岸分离对一般人的精

神状态，也可以站在目前相对和平的立场上，融合其对海峡两岸尽

快实现团结的愿望。又比如，学生可以把家乡、父母引入写作当中。

在对问题进行解析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观点，这时要小心，注意

问题的方向。大学生的作文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正确的指导下，

大多数的学生都可以在选择作文的角度上取得突破。 
4.4  鼓励学生向网站投稿 

满足感是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的关键，大学语文作文的教学不

可忽略这一原则。建构论认为，学习者必须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进

行。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当代的互联网环境不同于以往的文化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大学生

的语言表达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语言材料

等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这是无法避免的。在文学写作教学

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并运用其自身的特点，以崭新

的写作教学方式来应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在网络上，通过网

络进行的互动和互动，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作文能力和动手能

力。老师在挑选投递站点的同时，也要根据不同的学生的写作能力

给予建议。由于大多数学生的作文基础都很薄弱，所以一上来就追

求一个高水平的目标，对提高学生的作文学习的积极性是不利的。

由于许多同学都没有体验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文学网站上，老师

的指导就更加的必要了。在这一点上，在同学心中形成了一种体验，

老师要针对学生的作文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避免在习题时就把自

己的作文范围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与此同时，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

文学网站，老师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学生的作文，而且也可以突破老

师对老师的评价。此外，由于网上的参与，使大学生在写作中的主

体性得以确立，从而促使学生积极反思自己的创作技巧和风格。作

品出版后，获得的成功也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培养学生

的作文经历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提高作文水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在大学文学作文课上，应重视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把学生

的认识和认识的方法与方法相联系，通过在网络上发布的文章来提

高学生的阅读热情，从而提高了文学作文的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文学写作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

影响，同时培养学生的文学写作也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提高

学生的文学作文水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大学文学作文课程中，

应重视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把学生的认识与方法相联系，

通过在网络上发布的文章来提高学生的阅读热情，从而提高了作文

写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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