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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人文素养是指教师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性的素质与修养，是知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体现了

二者相互渗透的关系，在应用文教学中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提高应用文教师人文素养的必要性和措施

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应用文实际教学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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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humanistic literacy refers to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ccomplishment of teach-
ers in humanities. It is the unity of knowledge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reflects the mutual pene-
tration of the two,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teaching of practical writing. This article in-
tends to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humanistic literacy of practical writ-
ing teac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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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教师人文素养的必要性 

1.1. 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教育方针。高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势在必行。其中一项任

务就是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人文素养与文化素质具有相同的内涵。我们必须教育和引导

学生用正确的价值观来领导自己，使他们拥有的知识和能力越多，就越有意义。厚德方可载物，不然德

之不厚，就必然被“沉重”的知识或“强大”的能力所压垮。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有赖于自身的努力

和教师的引导与帮助。很难想象一个称职的教师没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在素质教育的今天，提高高校教

师的人文素养更为迫切。 

1.2. 推行终生教育的必然要求 

我们不应低估教师继续教育的意义，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无论年龄、职称如何，都存在继续教育的

需要。从专业领域来谈终身教育，容易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可。事实上，很多老师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在

人文素养方面，还有继续教育的问题，也就是说，人文素养的提高没有终点。此外学科专业分工精细，

一些具有普遍人文素质的内容，如文学、历史、哲学等基础学科知识，对国内外文化本质的理解等，很

多教师在这方面的储备都相对薄弱。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是现代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体现，

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教育是提升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石，高校教师人文素养的提高和科学素质

的提高，必将为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1.3. 推动应用写作的必由之路 

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具体内容与学生实践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互联网+”时代，仍有许多应用文

写作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教学模式单一，习惯于用格式和技能的知识进行教材内容的教学，然后举例说明。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陈旧，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低下，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习兴趣薄弱，实践教学质

量不高不能吸引学生。此外，课时有限等因素也导致学生对写作缺乏兴趣，不喜欢在课堂上学习相关知

识，更不用说做到学以致用了。 

2. 提高教师人文素养的措施 

2.1. 加强教育政策层面支持  

首先，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不能停留在理论阶段。我们需要的是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更重要

的是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政策的倾斜。二者要统筹协调布局，切实推进实施。其次，要合理利用新媒体、

传统纸媒等舆论工具，积极宣传和倡导教师人文素养，引起全社会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关注。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让公众意识到，教师不能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人文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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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做法很难适应现代信息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而引导教师自觉转变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观念，努

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1]。 

2.2. 增强学科间教师的共同学习 

孔子曾经说过，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提高教师人文素养，不仅需要教师对本学科知识的不断深

入的学习，还需要广泛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触类旁通才能更好地完成教学内容。具体可行方案包括

不同学科间的教师相互听课、相互评价、相互推荐阅读材料等。听课评课是教师常见的学习方式，但一

般集中在学科上，甚至跨学科也集中在人文、自然科学、艺术学科上，对教师人文素质的全面发展影响

不大。实现教师跨学科、跨学科的课堂评价，获得新的教学启示和新的教学方法，这对提高教师的教学

水平和人文素养大有裨益。不同学科的教师可以互相推荐参考书目，让教师在短时间内了解其他学科的

知识和发展，开阔视野，从而培养教师的兴趣，促进不同学科教师的交流和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不同学

科的发展，还促进了教师间建立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弱化彼此之间的竞争，强调合作共赢，促进共同

发展。  

2.3. 大力营造人文校园氛围 

校园是一个教师稳定而长期的工作场所，校园文化的发展和每位教师都是休戚与共的关系，它能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环境中的每一个人。教师在校园文化中拥有组织者、指导者和参与者的三重身份，是创

设人文校园文化的核心力量。人文校园文化沉淀的时间越长，尊师重道的氛围越浓，在这样的环境下，

教师会自觉提高自身的人文修养和道德情操。学校应该结合本校的与众不同之处，营造特色人文校园文

化氛围，让每位教师都能随时感受人文校园良好的推进作用。人文校园氛围的建设，除了学校最基本的

自然环境、教学条件的人性化外，更重要的方面是学校规章制度的人文化，类似于聘任制、教研制、奖

惩制，都要注重教师的实际需要，真正体现教师在校园环境中的主人翁地位。通过学校政策的制定和完

善，关心教师的成长和进步，为教师创造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把抓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素养教

育结合起来[2]。 

2.4.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高校应用文写作课教师大多毕业于文科院校，从一所学校到另外一所学校，他们的研究和学习更多

地集中在应用文写作理论和写作技巧上，很少人在企事业单位从事过秘书工作，基本不熟悉各种应用文

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发挥作用。对缺乏党政机关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工作经验的教师，学校要有计划地

安排一定时间，让他们到基层进行临时培训，或者让他们根据需要在学校相关岗位兼职一段时间，充分

接触应用实践，积累相关经验，于此同时教师也要自觉加强写作实践活动。教师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

中，增长才干，丰富知识体系，应用文写作往往涉及相关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开阔

视野，与他人多沟通交流，提高自我认识，转变陈旧思想观念，提升人文素养，更好地把书本知识教好、

讲活。 

2.5. 建立新型师生教学关系 

在当今社会，教师应与学生建立相对民主平等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生活中，教学实践上更要积极

做到这一点。教师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运用创造性思维激发学生潜能，以人为本，培养学生主体精神，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思考，培养和发展创新能力。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日益

增多。教师主动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这是对教师的极大挑战。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积极引导学生参与

教学，发现学习中的问题，提出问题，通过查找信息、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讨论、解决问题，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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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重新发现自我，审视自我，最终得到有效的重塑，也是提高师生人文素质的有效途径。在以学生为主

体的课堂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尴尬的情况，即教师不一定能正确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这就需要

教师有正确面对问题的勇气，一次同时也更有效地促进教师不断学习的动力和养成克服惰性的习惯；学

生发现问题、与教师讨论的过程，也体现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有效学习，而不是麦克风和接收器的师生

关系，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3]。 

2.6. 阅读人文科学经典著作 

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较为重要的一点是阅读人文科学的相关著作。人文学科的宗旨是促使人与人和

谐相处。人文学科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可以陶冶人的正气和情操，提高人的素养，启迪人的思想，培

养人的创造力。人文学科强调的是帮助人们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促进人们情感和意志的健康发展。尤

其是人文经典名著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经典名著是指经过时间考验，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

品。经典具有弘扬人心的功能，读经典名著，能使人豁达、深邃、理性、稳重、刚毅。它们帮助读者超

越环境和地域的局限，引导读者从狭隘走向广阔，人们从经典名著中吸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教师如

果养成读经典名著的习惯，那么必然会影响学生，那将使师生两代同获收益[4]。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是以礼、乐、经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教育。培养学识渊博、彬彬有礼的人是非常必

要的。可以看出，它的精神实质和根本目的始终是育人，而非制器。然而，现代教育更多的是传授技能，

而不是育人。教师重视“技能”，关心“怎么做”而不是“为什么”。只教人，还是只教艺，各有各的

片面性。如果不教技艺，学生毕业后就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如果不教人文知识，学生就显得粗鲁无

礼，缺乏爱心和奉献精神。与教书育人统一的是科学教育，这就要求应用文教师不仅要有应用文方面的

知识，还要有较高的人文修养。 

3. 结语 

综上所述，人文素养的培养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教师必须从自身出发，加强人文素养。教师一

般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拥有者；另一方面，他们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加

强应用文写作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通过他们影响着学生，培养学生

崇高的情怀和深厚的忧患意识。这样的教育才称得上是成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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