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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兼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田　频

（佛山大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蕴含着大量的思政元素内容，对于高校立德树人根本教学任务的开

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坚持国家对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要求，引导学生通过学习中

国现当代文学内容来树立起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帮助学生明确政治方向，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让学生能

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关注民生疾苦，从而让学生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与发展中保持自强不息的优良精神，传承并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提高学生民族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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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门核心基础课程，该门

课程的开设能够有效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素养与专业

能力。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首先要确保学生能够掌握现当

代文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知识，并能够熟练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

对当代文学史中的名家作品进行赏析与研究，这是对于专业知识

层面的学习要求。此外，教师还应当深化思想层面的可哦啊皮，

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也要产生积极影响。

在教育部 2020 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教学任务的核心举措，并要求各课程教师应当结合本专业的教

学特点，深度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以此来加速推

进课程思政工作建设。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蕴含着大量的思政教育

元素，因此，积极创新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开发现当代文学课

程思政资源，成为当前教师的首要工作任务。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概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当前教育行业所关

注的首要问题。在教育环境不断改变的前提下，传统思政教育模

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思政教学需求。如何才能有效推进课程思政

改革与创新，确保专业课程与思政内容能够实现高度融合，成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教学任务的重要突破口。

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有着较强

的思想性与人文性。该课程内容主要介绍了现代以来文学领域的

发展与演变，详细分析了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

历程，并详细介绍了现当代文学中的各类思潮流派与文学作品，

这些内容与我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因如此该

门课程中所蕴含的大量思政元素成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主战

场之一。

在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后，教师应当深度探究本专业课程与

课程思政之间的联系，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进

行有机结合，不能简单地抬高政治教育地位，而是要在保证课堂

教学专业性的前提下进行思政渗透，避免出现将“专业课”上成“思

政课”这种本末倒置情况的出现。最后，教师还应当积极破解思

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割裂感较强现象的出现，构建出高校教育

“大思政”格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教学任务，发挥出教师的主

观能动性，开辟出全新的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路径。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现实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育人方面有着特殊

的价值与意义。文学与思政教育在教学目标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思政教育是德育工作的一个分支，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又包含着

大量的德育教学资源。为课程思政工作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建设工作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对推动课程改革与建设高校课程思政教育体系有重要

价值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改革工作也受到

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然而在传统教学改革中，改革内容与方

向注册侧重于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改革的开展效果不尽如人意。

因此，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建设，不仅能够为该专业

的教学改革开辟出全新的路径，同时也为本校的思政教育体系建

设带来巨大帮助。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教学任务，推进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建设，

能够在校园内部建立起以思想道德为主导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

确保高校教育工作对于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影响效果，以此来促

进学生思想认知与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为学生今后的全面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三）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许多教师在开展现当代文学教学

时，主要还是系统性地教授专业知识，对于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

有所不足。在这种教学理念下，学生的思政素养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教师的教学水平也得不到有效发展。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

政建设工作的推进，能够帮助教师及时更新教学理念，让教师能

够积极学习最新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综合教学水平，为高校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帮助。

（四）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当代作家的了解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教师既要让学生掌握文学史，

对文学著作进行赏析，同时还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积极引导，让

学生能够将自己带到作者的视角之中，并对文章内容进行深度探

究，以此来对作者的精神世界产生更深层次的了解，让学生能够

感受到文学作品的魅力，并在后续的学习中积极传承与弘扬我国

的优秀文学文化，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五）有助于实现德育与美育的均衡发展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含有大量的审美元素与思政元素。

因此，通过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建设，能够有效陶冶学

生的情操，在提高学生道德素养的基础上实现审美能力的培养。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直观地反映出了现当代人们的审美趣味。因此，

通过现当代文学教学，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度分析，能够让学生准

确了解到文章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并对学生的思想培养带来影

响。例如在赏析《平凡的世界》这一作品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

阅读中体会到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让学生感

受到农村青年在时代变革中所产生的灵魂救赎。在对此作品进行

讲解时，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坚定的信念，让学生能够勇于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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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己的理想，并用正确的眼光看待成长中所经历的各种挫折，

为学生今后的学习与成长奠定良好基础。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分析

（一）关注时代背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进程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关系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当代文学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政治”

与“文化”长期以来都是相通的，因此，想要建设好现当代文学

课程思政，就要从我国的政治运动与改革入手。中国现代文学开

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其开端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

因此，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普遍都包含了较多的历史内涵。通过深

究这些文学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与故事，能够让学生切身感受到

我国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知。

中国现当代文学可以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以

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其主要包括了 1917 年至 1949 年期间我国的

文学发展历史，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在这段时期内出现的《新青年》杂志，体现出了我国新一代知识

分子对于国家命运热切关注，并随着三十年代“左联”的成立，

四十年代中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之间不同的文学特征。三十

余年的社会变化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在社会变革的

动荡时期，许多进步青年历经了全新的思想洗礼，并在追寻光明

的过程中实现了灵魂的升华。例如鲁迅、郁达夫等人的作品中，

就充分体现出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知识分子的彷徨与无助，老舍

先生在《骆驼祥子》中详细描写了在军阀混战时期，一个底层人

民的悲剧人生，把金先生在《家》中也表达出了对于封建礼教的

批判，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让人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在辗转漂

泊中的失落。这些文学内容与人物形象均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能够清楚地看到不

同时代中人们的痛苦与挣扎。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老舍先生

的《茶馆》中，蕴含着埋葬旧时代的象征，柳青的《创业史》中，

有对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描绘。从这些作品中，都能够

清楚地看到我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发展，让学生能够感受到美好

生活的来之不易，进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珍惜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二）关注作家生平，激发学生的奋斗热情

由于历史原因，现当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有着较为坎坷的人生

经历，这些挫折也为作者的写作特点奠定了基础，并在所创作出

的文学作品中有着直观地体现。因此，通过了解作家的生平事迹

能够有效加深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也能在作者的人生遭遇

中得到感悟与启发。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正处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动荡时期，因

此，这段时期内的作家往往都经历了动荡社会所带来的磨难。例

如丁玲女士年幼丧父，在母亲的影响下开始外出求学，并敢于主

动解除包办婚姻，经历了第一任丈夫被国民党杀害，自己被国民

党绑架，仍然能勇敢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将个人命运与国家

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丁玲以一位女性的视角将自己的勇敢

与拼搏精神书写成为一篇华美的乐章。

在对作家生平进行讲解时，教师不能将讲解重点放在作者“风

花雪月”的个人情感上面，而是要将作者的经历与当时的社会大

背景进行结合，突出作者所经受的磨难与艰辛，让学生能够感受

到作家们强大的人生信念与顽强拼搏的精神，以此来充分激发出

学生的奋斗热情。

（三）辨析作品内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十分丰富，有的作品积极向上，

内容激情昂扬，人物顽强拼搏，有的作品风格较为低沉，内容阴

暗颓丧，主人公在大起大落的人生中郁郁而终。无论怎样风格的

作品，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座里程碑，教师在讲解这些

作品时，应当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与启发，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了

解到作品的思想情感，帮助学生感受文学作品之美

例如巴金《家》中接受了新思想洗礼，勇敢走出家庭的觉慧，

杨沫《青春之歌》中追求浪漫情怀的林道清，《平凡的世界中》

从小忍饥挨饿，长大后回村教书以及外出打工的孙少平。通过这

些鲜活的人物事迹，能够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青春与奋斗的美好，

让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各项挑战。

这些文学作品中有的格调低沉，人物性格与所表达出的思想

较为消极苦闷。教师在讲解这些作品时不能一味地回避这些消极

元素，要引导学生正确分析人物思想，让学生对人物形象产生更

深层次的理解。例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所表现出的时而

狂躁、时而阴郁的情绪，正是由于在五四时期这个特殊年代中知

识女性向寻求个性解放却迷失方向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文学作品

中的人物思想进行剖析，能够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

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与表达手法多种多样，教师在教

学中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主观意识，鼓励学生多去进行主动思考，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与减伤锁频，并从文学作品中得到更多

的收获。

（四）关注学生思想，以多种方式融入思政内涵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应当充分尊重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并根据当前社会的发

展与学生学习需求来进行教学设计，围绕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来开展各类实践活动，以此来响应国家“立德树人”根本教学任

务的号召。

当代大学生对于社会热点话题往往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因

此，教师应当以此为契机，多加留意社会热点现象，并选择学生

更加感兴趣的内容来与学科知识进行融合。例如《伤逝》中所写：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就向学生们传达出了经济独立的

重要意义，以此作为课堂切入点，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与婚恋观。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问题导入的形式来开展教学工

作，以此来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例如让学生分析《骆驼祥子》

的悲剧一生，为什么祥子这么努力了，仍然是悲剧的结局？祥子

从乐观积极到对生活失去信心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通过对于

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能够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命运与社会命

运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四、结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会涉及大量有关社会与民族发展的问

题，通过赏析文学作品，能够有效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与民族认知，

让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光辉演变，提高学生的民族自

信心，这正是课程思政工作开展的核心方向。在教学中，教师可

以积极整合各类教学资源，通过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确保专业

知识能够与思政内容进行深度融合，真正发挥出高等教育立德树

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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