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丝不苟钻学术，德艺双馨育人才

2020年，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我和我的二本学生》
在社会上引发热议，作者黄灯现就职于广州的一所二
本院校，1992年是她从湖南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的时刻。之后，她辗转求学于武汉大学、中山大
学，但她在采访中说，在湖理中文系求学的时光，是她
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直十分重视对学生写作、创新、
实践能力的培养。近三年来，在省大学生写作赛、征文
赛中获奖53项，学生在《散文选刊》等国家级刊物发表作
品500余篇。在省级演讲赛中获奖10余项；获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7项、省级项目15余项；挑战杯、
互联网+入围省赛国赛，“发现乡村”社会实践连续三年
获团中央表彰。

这些丰硕的育人成果背后，是强大的师资力量作
为驱动力。汉语言文学专业拥有专任教师47人，包括
教授19人、博士26人、作家２人，其中不乏有中学语文
教研经历的双师型教师、省教学名师、省人才工程人
选、省青年骨干教师、省教学能手等。学院以外引与内
培相结合的方式，引进作家、学科带头人和优秀博士，
聘请一线教师、韩少功等作家及知名学者、行业专家进
课堂，打造出一支全面多元的教师团队，并以此为依
托，形成了特色教研组和课程群。

走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每一门课都风格迥
异，老师们在课堂上或风趣幽默，或严谨考究，他们以

过硬的专业功底，为理论知识赋予鲜活生命力，学生们
在课堂上享受酣畅淋漓的思想碰撞，对文学的热爱之
火被瞬间点燃 。

中文学院大二学生何鑫胜提起古代汉语老师肖峰
就钦佩不已，“肖峰老师每个学期都会让我们抄写古文
和经注，不但让我们抄，他自己也跟着一起抄，让我们
心服口服，没有怨言。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在QQ群和
我们交流心得，一学期下来真的认识了很多古文字，这
些生涩的知识都悄然地装进入了我的脑海里……”。

学生提到的这位肖峰老师，不仅教学有道，学术成
就也十分突出。他主持完成了1项省社科规划课题、1
项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参与1项在研国家重大
招标项目，获得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
项，市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出版专
著1部，在《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20余篇。

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有很多个“肖峰”，雄厚的师资
力量已然成为了中文学院的育人招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了激发专业
教师的科研活力，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育人水平，学院也
积极邀请外界专家学者来校举办讲座，进行学术研讨。

2017 年 10 月 16 日，秋风中夹杂着南湖的水汽，
迎面吹来满是文学气息。湖南理工学院在这天成立
了韩少功研究所，对韩少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

“齐拢”、“收兜”，在湖湘大地掀起了研究韩少功的
热潮。

2021年，“韩少功与新世纪以来汨罗江作家群”
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理工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科研
单位与高校的7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岳阳，对“韩
少功及新世纪以来汨罗江作家群”现象进行了
深度解读，中文学院多位教师也踊跃地参与其
中，“韩少功”热从湖湘走向全国。

近年来，学院推出专业教学与学术研究
双联动，已然形成了一条由学术研究产出学
术成果，再将学术成果转化为课程教学资
源，以充实课程内涵的闭环链条，科研育
人成效彰显。

杨厚均谈及以学术研究驱动学科
发展时说道，“专业教师通过研究韩少
功以及汨罗江作家群的文学作品，以
汨罗为文学源起地，提炼出当代文
学创作的语言特点，为古词、古音
的记录提供素材，增多了学生学
习语言的样本。”专业建设与学
科研究紧密结合，为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人才培养打下坚实基
础，学术人才不断涌现。

三尺讲台展风采，师范育人担使命

伴一方水土，育一方贤人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
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2019年 3月 23日，汨罗江畔，屈子祠前，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学生身披古装，站在春风中吟诵《九歌》，缅怀伟大
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汉服的襟带随着学生们的思绪飘
扬，婉转悠扬的琴声和着铿锵有力的朗诵声飘向远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直致力于
将地方文化融入教学之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间被本土
文化感染、熏陶。课上，老师们引入本土文学作品，与学
生们谈古道今、辩说天下，将古典文字转化为实际文学效
能，让学生听得懂、学得通。课外，学院还会不定期举办
学术交流活动，号召同学们踊跃参与楚辞研创社、南湖讲
坛、南湖学堂、诗骚读书会等活动，以此来开阔学生眼界，
让他们获得文学现场感。

翻开中文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课程设置中，
可以看到地域文化的融入恰到好处。为了培养学生的思
想道德、精神品格、知识涵养和形象气质，学院特别开设

了楚辞鉴赏与诵读、杜甫与湖湘文化选读等相关课程，主
动引入以屈原、杜甫、范仲淹、左宗棠、韩少功、岳阳楼、君
山等文化符号为内核的湖湘地域文化，丰富课程内涵。
学院同时也推出系列一流特色课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训练，充分发掘屈原文化与湖湘文
化资源，通过课内课外联动、理论实践结合，学生们文化
传承与创新、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极
大促进了地域文化向外拓展。

地域传统文化的根源往往要在传统文学作品中找。
为了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研读古典文学作品的能
力，学院特别设置了“原典精读”方向供感兴趣的学生专
攻，在该方向下开设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选读、中国当代文
学经典选读、儒学元典精读、传统语言学文献选读、文论
经典选读等课程。学生们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漫游，作品
长期积淀的古典、悠久、浑厚的文化气质，优秀的地方文
化精神悄然浸润每个学子的学习、生活……学院也通过
特色专业人才的培养，为传承湖湘文化做出了显著贡献。

学院先后获批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湖南省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和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
学习与创新实验计划项目等学生科研课题；完成了《寻访
屈子文化园，助力文化振兴》《基于文化旅游视角下的中
国屈子文化园创意开发研究》等一系列调研报告，并在

《汉字与文化》《文学教育》《现代语文》《北方文学》等省级
刊物上发表《韩少功与屈原》《范仲淹诗歌的忧乐情怀及
其思想渊源》《论连尔居的寻根情怀》等屈原与湖湘文化
专题研究系列小论文；先后获得全国大学生文学教育研
究论文大赛二等奖、湖南省研究生创新论坛优秀成果一
等奖、湖南省语委语言文字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励和荣
誉。

“打造自身的文化内涵，对古典人物进行解读，对文
献作品进行阐释，让学生能说会写，本身就是一种传承。”
杨厚均表示，挖掘地方文化，以传统文化孕育人才，已然
成了该专业的一大特色，也足以让学院在中文学科高
层次人才培养的“高地”上占据一席之地。

从引导学生学到指导学生说再到教会学生
写，培养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师范生，是学院师范人才培养的目标，“这些技能
对于他们未来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意义重大。”为
此，中文学院构建了一套提升“口头表达、写作、师
范技能”的多模块、多层次师范生实践教学培养体
系。

课堂始终是学习与掌握知识的主阵地。“母语
教育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学生表达”，学院开设普通
话与教师语言、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等
特色课程让学生熟悉母语；以“课程+讲座+比赛”
相结合的方式，给学生提供多个母语表达的试炼
场，勉励和支持学生提升母语表达能力；再通过工
作坊式教学，建立创意写作基地，开发“南湖文苑”
写作平台，引导学生将母语表达转化为写作能力，
进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课堂之外，是实践技能培养的主战场。在湖
南省首批高中语文教师的国培基地里，学院建立
起语文教学名师联络网，邀请语文教学名师讲课，

学生们通过观摩，学习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大四
实习之前，学院还会开展实训技能培训，确保学生
表达流畅、思路清晰、板书美观，进一步夯实师范
生的专业功底和提升教师技能综合素养。在实习
培训中设置考核标准，学生需要在实习结束前上
一堂“示范课”，通过生动的手部示范、图文配合，
完整呈现教学过程。

这样的教与学再到实践的方式，也为师范生
们后续的实习、求职打下了坚实基础。专业实习
期间，中文学院的学生在学校统筹安排下，在各个
教育实习基地集中进行实习。指导老师会实地走
访、跟踪调研，对学生的实习情况进行评估，以确
保学生高质量完成实习任务。

学院种下希望的种子，续以耐心和用心浇灌，
长年累月，终成硕果。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资
格证达标率近乎 100%，专业初次就业率为 85%，
年终就业率达95%。毕业生对学院教育教学工作
总体满意率为 95.2%，普遍认为专业学习为他们
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用人单位对本专

业的毕业生政治思想表现和职业道德
的评价更是普遍向好，“有情怀、功底
扎实、应用能力强、教育教学水平高”
等评价居多。

近年来，在基础教育界，一批优秀
校友崭露头角，他们在离校后逐步成
长为中国教育界的领军人物：有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全国教育系统模
范郭玉良；有获得“语文报杯”全国优秀
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的王
春；还有被誉为“才华横溢的博客达人”、
生命语文的倡导及践行者的吴春来等等，
他们都是杨厚均眼中顺应时代需求、专业
基础本领过硬的师范人才。

一字一世界，一语一乾坤。在未来，中
文学院将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在古典的文学
语言中摸索、汲取，在动人的文字音韵背后探
寻，将专业向外扩展，向内深化，以笔墨抒写新
的篇章。

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字一句寻古韵，一撇一捺书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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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负责人杨厚均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老师正在与学生们谈古道今、辩说天下

汨罗江畔，屈子祠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身披

古装，站在春风中吟诵《九歌》

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我校，参加“韩少功与新世纪以来汨罗江作家群”全国

学术研讨会

中文学院打造了一支全面多元的教师团队，并形成了特色教研组和课程群

2022年5月31日 星期二

编者按：

2021年，教育部公布国家一流专业名单，我校8个本科专业入选。这是对我校近年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肯定，更给其他专业和学科建设树立了标杆。校报推出“专业巡展”系列，旨在深挖一流专业建设背后的门道，助力

一流专业和一流大学建设。

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办公
室里雷厉风行的秘书、出版社里下笔如有神
的编辑、风雨里追寻事实真相的记者、书桌前挥洒
笔墨的作家……十多年来，他们从中文学院毕业，散
是满天星，在社会各界发光发彩，甚至成为某些领域里
的优秀人才、领军人物，而这背后，或许潜藏着汉语言文学
专业人才培养的秘诀。

“汉语言文学专业注重培养什么人才？”近年来，汉语言
文学专业早已将“具有扎实的中国语言文字基础”“理解学科
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审美鉴评能力”纳
入人才培养方案中。

中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999年升级为本科，2005年被
确立为省重点专业，2010年入选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2016
年获批省“十三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2019年入选省一流
专业，2020年入选国家一流建设专业。2016年，学院又先
后拿下中国语言文学和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学位
点。中文学院专业负责人、党委书记杨厚均提及学院
专业建设、学科点培育时说道，“汉语言文学的专
业建设与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开辟

出一条特色鲜明的专业人才培养
之路！”

中文学院举办2021年学生三笔字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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