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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网络背景下的文学概论教学 
李  贺 

（武警警官学院 基础部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随着网络的发展，文学概论的教学面临学生阅读能力弱化、文概课堂与文学现状脱节等新问题。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
在顺应网络发展趋势前提下，引导学生回归纸质阅读，不断开发新的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模式，同时要加强文学理论与学生现实审
美活动的联系，才能让文学概论课堂重新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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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概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对学生掌握

文学规律，加深文学认识起到重要作用。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学生的

阅读习惯发生改变，文学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些给文学概论的教

学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解决网络背景下文学概论教学中出现的新问

题，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网络背景下，文学概论教学面临的新问题 

（一） 网络削弱了教学对象的阅读和审美感知能力 

在文学概论教学活动中，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在阅读方式、思维模

式、价值观等方面深受网络影响。现在的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深受网络影

响。网络时代的大学生习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读屏”逐渐取代了“读

书看报”，阅读文字转变为观看图像，滑动屏幕的快速浏览取代了阅读

纸质文本时的深入体验，这种转变无疑会加大文学概论的学习难度。麦

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每一种新媒介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和社会行

为的新方式，网络与当今人们的快节奏生活相适应，网络时代的读屏阅

读向着“短”“快”“碎片化”发展，读者看似在阅读，实际上只是在获

取信息，文学接受所需要沉思冥想并没有发生。文学阅读需要的不是

“快”，恰恰相反，文学阅读需要“慢”下来沉浸在文学作品之中，与

外界隔离，享受阅读的孤单感，才能感受文学的魅力，从而提高自己的

审美感知能力。 

（二）文概课堂与网络背景下的文学现状脱节 

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文学从本体形态、创作方法、传播方式，消

费与接受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学与网络的关系日渐紧密，网络

文学成为人们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议题，但这种变化却极少反映在文学概

论的课堂之上。 

1.教材内容编排上无法体现网络文学的新特点。 

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例，该教材从 1998 年初版到

现在已经是第五版，教材内容随着版本更迭也在不断修改补充，但这种

修改补充只是在原有框架结构内的小范围修订，对文学领域的新变化、

新现象、新趋势却鲜有提及。对于网络文学，最新版的教材里只是在文

学消费部分里介绍文学传播方式时提到电子网络传播，全书并没有章节

对“网络文学”进行专门论述，这与“网络文学”在当今社会的重要程

度是不匹配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童庆炳的教材是基于传统文学实

践而形成的一套理论混编，而网络背景下的文学在生产、消费等许多方

面都与传统文学存在不同之处，这就导致教材中论述的一些文学理论在

有些方面难以适用网络语境下的一些文学现象。 

2.文学理论脱离学生的审美活动 

前文我们已经讲到，教材中的经典文学理论难以阐释网络时代的一

些文学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经典文学理论就失去了生命力，恰恰相

反，经典文学理论对网络时代的文学现象依然有强大的适用性，网络文

学作为文学在本质属性、创造过程、价值追求等方面依然与传统文学保

持一致。而当下文学概论的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在于“学生明显地感觉

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

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从而

生产对于文艺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1 

二、文学概论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实践途径 

（一）打破阅读困境，回归纸质阅读 

网络改变了学生的阅读习惯，相较于阅读纸质书籍，学生更乐于通

过“读屏”获取知识，而这种阅读现状对文学概论的教学工作造成了很

大的干扰。面对这种阅读困境，教师要发挥好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回归

纸质阅读，笔者将上课时曾采用过以下方法：一是阅读分享法。将学生

分组，由小组成员定期分享阅读体会；二是知识竞赛法。给学生布置阅

读任务，通过知识竞赛的方式考核学生的阅读效果。三是师生研读法。

由老师跟学生一起研读经典作品，拉近学生与经典作品的距离。除了以

上三种方法，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尝试。 

（二）开发教学资源，促进理论与现实融合。 

网络让文学活动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文学概论的教学只有紧跟

外部世界的形势变化，并及时将这种变化开发为教学资源应用在课堂之

上，文学概论课程才能保持生命力，向好的方向发展。 

经典名著阅读经验的匮乏让学生难以通过教材提供案例来理解文

学理论，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这时候就需要跳出教材的窠臼，

避免掉入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扮演一个“连

接点”的角色，把学生熟知的网络文学现象纳入文学理论的框架之中，

增强文学理论的现实适用性，教会学生用文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三）增加实践课时，加强人才培养针对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要培养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在文化、新闻及

其他传媒机构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因此文学概论的教学不能只停留

在理论层面，而是要落在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上面，而写

作能力是实践能力最直接的体现。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与之传播特点

相适应的的文本形式也随之产生。学生要增加就业机会就必须要了解网

络写作的规律、掌握网络写作的方法。面对这种实际需求，文学概论的

教学除了理论教学外，还应设置一定的实践课时，让学生开展网络写作

的实践练习。 

总之，网络背景下的文学概论教学面临诸多新的问题，解决这些新

问题，就要在顺应网络时代发展形势的前提下，将文学概论教学与学生

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教学内容上与时俱进，不断开发新的教学

资源，调整教学策略，用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只有这

样文学概论教学才能保持活力，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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