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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进路探析
梁晶晶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来宾 546199）

摘要：核心素养教育改革对高校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古代文学教师需要与时俱进更新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思维，落实课程思政任务，

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新样态。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高校思政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重要领域，高校古代文学

教师需在课堂上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着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完善学生价值体系、丰富学生思想情感、陶冶学生人格

情操，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培养新时代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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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课程涵盖了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文

学家的先进文学理念，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具有独

特的文学价值。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强调在课程建设目标和内容上“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启迪学生智慧、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培养学生审美鉴赏能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文化

自信的重要课程，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跟古代

文学课程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浓厚人文气息，是实现“立德树人”

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在推动高校课程发展、人才培养方面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教师如何借助该课程渗透思政教育是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意蕴

（一）落实三全育人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

检验教育事业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与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相比具有更为鲜

明的思政属性。充分发挥古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引领作用，成为古

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指向。

（二）培养学生文化素养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是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

是中国语言文学院系最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之一。它以史为纲，

以文为目，具有时间跨度长、教学内容多、课时少而理解难的

学科特征。教师在古代文学课程中渗透思政教育，教师在教授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描写，故事情节等，能够培育学生

的文学素养，丰富他们的情感认知，还可以引导学生全面了解

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情感世界、社会观念，建立良好的人文精神

和责任意识。

（三）传承传统优秀文化

教师在古代文学课程思政的教学中，学生通过研读不同时期

文学作品，把握每个时代文化作品的精神内涵。中国古代优秀文

学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梳理正确的价值观，

引导学生向真善美的方向发展，传递民族精神。古代文学课程思

政教学在充分挖掘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精华和文化精髓的基础上，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的重

要推动力，在求真求实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二、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随着教学的革新，其教学方式也在发生着

变化，不再局限于以讲授法为代表的传统方法，互联网的运用使

其产生新的样态。但在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课程教学中还存在一些

问题。

（一）教师对课程思政认知存在偏差

古代文学课程教师是落实古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关键人”。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很多老师对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认识不到位，

主要表现为：其一，教师课程思政意识不强。很多古代文学课程

教师认为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就蕴含着思政的内容，只需讲好古代

文学课程即可，没有必要多做“无用功”，教师对课程思政认识

有偏差。其二，教师的思政能力不强。对广大教师而言，相对于“愿

不愿”的动力问题，可能“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更为突出。

古代文学教师普遍缺乏对思想政治的专业学习，在认识上难以达

到要求，缺乏相应课程思政专业知识。

（二）教师对课程思政目标定位不准

古代文学教师在教授古代文学课程时，往往关注知识能力目

标，在课程定位上思考不深，缺乏系统的思考。主要表现为：古

代文学课程思政目标与古代文学课程思政实施错位。其一，课程

大纲缺乏定位不准。由于教师对课程思政认识不到位，很多教师

在制定课程大纲时，还是按照原有的教学大纲来实施，在大多数

教学过程中仍然按照原有的教学大纲来实施，仅在公开课的时候

着重增加课程思政的元素。其二，课程思政与课程教学双向脱节。

还有的教师在教学大纲中虽然增设有课程思政的板块，但在教学

过程中却忽略掉课程思政的教学。

（三）教师对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失切

古代文学教师选择的教学方法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随着教

育数字化的发展，推动教学方法的更迭。现有知识由静态变成了

动态，由抽象变成了直观，由整体变成了碎片，这必然带来“教”

与“学”关系的改变。现代教学技术运用改变了传统古代文学教

学的形态，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有了图像视频的支撑，让抽象

的说教变为形象的视听，让学生的理解更加立体。但有些教师还

不能适应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要求，制约了古代文学课程思政高质

量发展。

（四）教师对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失规

教学评价给教学以反馈，有利于教学效果提升。在古代文学

课程思政教学上，教师普遍缺乏教学评价。由于学生在思想观念

和价值观上的变化受到校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很难归因于某一

课程或某位教师。即使有的教师有教学评价，但缺乏应有的规范，

教师缺乏可操作性评价标准。无法确定教师可操作性评价标准，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开展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有效开展。



0832023 年第 5 卷第 06 期 教育前沿

三、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策略

中国古代文学蕴涵着大量的思政元素，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思政提供有力支撑。教师通过教学内容设计，充分发掘古代文学

课程思政资源，改善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将思政内容渗透到各

教学环节，实现将文化知识传递与价值导向的有机融合，充分发

挥古代文学课程的育人成效。

（一）加强思政培训，提高课程思政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蕴含丰富的精神力量，传递着民族精神。

加强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其一，加

强统筹规划。高校是课程思政落实的主要推动力量，学校要加强

统筹谋划，做好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素质能力提升规划，通过

制定规范的指导性文件，为教师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外部动力。

学校还要组织力量加强交流培训，积极邀请校外专家到校讲学，

组织开展校内教师进行研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比赛活动等，形

成学校有组织、教师有参与、教研活动丰富立体的生动局面，营

造良好的课程思政氛围。其二，发挥教师能动作用。教师要切实

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学校举办的课程思政培训活动中主动与校外

专家和校内同事交流，建构课程思政知识体系，切实提高思想道

德意识水平和课程思政意识，主动将课程思政的内容要要求落实

到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评价中，让课程思政的任务落实落地，

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其三，加强考核评价。在学校层面，要出

台考核教师师德师风的规章制度，将课程思政的考核纳入到教师

考核的一部分；在教师层面，教师要根据课程思政要求，在课程

中落实课程思政任务，加强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形成齐抓共管的

良好局面，切实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

（二）挖掘思政元素，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蕴含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爱情理想、

责任使命、健康心态、生死观念等，引导学生见贤思齐，启发学

生对传统文化及现实社会深入反思。教师要统筹规划课程思政内

容，根据课程思政工作要求，精准定位古代文学课程思政的教学

内容，统筹设计古代文学课程思政的教学大纲、教学设计，做到

课程思政要求与课程思政教学双向贯通，解决课程思政定位不准

的问题。因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体系庞大与课时数有限的矛盾，教

师须坚持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聚焦具有代表

性作品，注重人文情怀的厚植与价值情感的引领，紧扣思政元素

深入分析，以精选切入点寻找突破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譬

如教师在教授南宋词人辛弃疾、姜夔及其作品时，可让学生体会

辛弃疾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始终没有动摇抗金北伐的信念，

开展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教授姜夔词作时，将美育渗透到教

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教师在教授《论语》时，引导学生

思考孔子提出的“仁义”，以培育学生的道德情操和责任意识。

（三）创新教学模式，优化思政育人成效

随着教育数字化的发展，深入影响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和方法，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支撑。教师要积极主动改变教学模式和方法，优化思政育

人成效。教师可以选择“翻转课堂”“项目式教学”“支架式教学”“混

合式教学”等教学方法，通过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充分利用课前、课中、课后的时间，构建

全方位的教学空间：在课前布置思考题，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开展

自学；在课上采用主题辩论、小组学习、项目式学习、问题学习

等方法组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在课后学生通过完成

具有开放性的题目，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及时给与学生以正向评价，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如在教授《论语》

时，教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课前老师通过布置

作业，让学生观看微视频以了解孔子的思想主张；在课上通过辩

论和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对人物语言进行分析，开展深入

讨论；在课后通过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以加深理解，以达成培育

学生的道德情操和责任意识的思政内容。

（四）拓展第二课堂，优化思政考核评价

古代文学课程教师除关注理论知识讲解外，还应拓展课外实

践活动，将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深化爱国主义、理想信念等价值观念教育。教师应重视第二课堂

的构建和开展。如教师可以利用央视出品的《读书》《经典中的

中国》等优质综艺节目来举办校园诗歌诵读比赛，在品味文学经

典中提升文学素养。此外，在五四青年节等重要节日期间，组织

学生参加文艺汇演，其中可以指导学生排练《西厢记》《红楼梦》

等经典文学作品。组织学生参观文化遗址、博物馆、社会服务等

实践活动，让他们切身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和魅

力，并鼓励他们开展文创项目的实践与创新。

总之，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有着更高要求，教师应采

取新颖且有效措施来推进古代文学课程思政变革，在提高思政意

识、挖掘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模式、拓展第二课堂，加强过程考

核评价，将思政内容融入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形成协同

效应，实现古代文学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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