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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课程思政”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与探究
王霄阳

（潍坊理工学院，山东 潍坊 261100）

摘要：在课程思政育人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能够极大的促进思想意识引领工作与专业

课程教学的双向融合。把社会主义爱国教育、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政治信念教育等融合到中国现代文学课堂中去，是建设新时期社

会主义课堂思政教育的需要，进而提升学生的全面素养，成为社

会主义事业高素质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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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方针，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各

大高校根据不同专业的不同性质，逐步建立起适合本校校情的思

政育人格局，全面推行课程思政建设实现专业提升与思想引领工

作的协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蕴含丰富思政材料的

人文主义学科，在与思政教育融合的过程中，课程本身的育人思

路也会获得进一步完善。

一、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第一，在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进行改革，

是实现思想意识引领工作与专业课程教学的双向融合。在当下教

育环境中，育才和育人，是针对学生的专业能力与个人素养的双

向提升，课程思政的核心是立德树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人

文主义非常浓厚的学科，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材料，能够在学生专

业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精神素养进一步增强。例如，中国现代

文学课程中有丰富的红色革命事迹，很多作品中蕴含着强烈的爱

国主义精神，在鲁迅的小说《药》一文中，革命者夏瑜为了中华

民族光明璀璨的未来，毅然决然在革命革命的道路上抛头颅、洒

热血，虽九死而其犹未悔，展现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及社会责

任感。而学生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在了解到此时期文学创作的

背景及相关知识外，也会被小说中传递出的强烈情感所震撼，能

够在学生心里埋下理想信念的种子，进而完善自身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世界观，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中感受革命先烈永不熄灭

的万丈光芒，并将这些光芒牢记心间，成为学生进步的灯塔，逐

渐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第二，在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进行改革，

能够推动学生积极主动汲取优秀文学作品中的高尚品德及价值取

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主要教育任务，是使学生经过老师

的讲解、上课的练习，课下的反思和实践，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

的发展、演变历程，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的

文学特征，并应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和美学的思想、理论，

通过阅读、了解、感悟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观点及其作品，全

面地把握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学思潮、文化运动、文学批评和文学

创作等活动的大致轮廓及其主要内涵，了解这一段虽短暂但却涌

现出无数伟大作家的光辉灿烂历史，而这与课程思政所要求的具

体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本

质，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和课程思政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

在 1917 年到 1949 年这样一个短暂而又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文学

史上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有磅礴的家国情怀、

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未来热烈憧憬的希望精神、无情鞭挞丑

恶现实的社会责任感等等。学生在学习和阅读文学作品中国，从

作家本人经历和人生际遇中得到诸多感悟，从而对学生自身的品

格修养、品行锻炼、品德塑造、品位提升都会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问题

第一，学生对中国现代这段特殊历史阶段划分不熟悉，对这

段历史中所发生的事件不熟悉，对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也不甚了

解，导致学生很难把握文学作品中时代脉搏，更何况与作家及其

作品产生情感共鸣。而且当下课堂教学目标更加突出知识的把握

和能力的提升两方面，对于情感体验因其形态抽象而无法量化的

特点，经常被忽略。而且由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学

生在专业学习中无法获得真是的情感体验，一般都是先阅读作品

进而通过想象力感悟作品中的人事物，但是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

悟能力与对作品背景的想象能力参差不齐，很难保证中国现代文

学课程在情感体验方面的教学效果。

第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师的思政育人能力不足，难以

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课程思政的核心是立德树人，这是对教育

根本任务的高度概括，也是教育部门以及各大高校的重要工作方

针。虽然各大高校都在立德树人的道路上积极实践和探索，但中

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一些

老师对课程思政的重要性领悟不到位，更加注重学生的专业能力

提升，而忽视素质教育的培养，有时会出现为了让学生尽快掌握

专业知识，在学时分配上忽视思政教育；另一方面，部分老师个

人能力不足，在引导学生进行情感体验时，教学方法使用不恰当，

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其三，在中国目前的高校教学模式中，由于没有完善的思政

教学系统和完备的教学制度，使得专业知识教育和思政教学之间

相互脱节。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不能够只是教师

的责任，应该是学校、学院、教研室等重要教学单位联动推进的

结果。在“课程思政”提出之前，各大高校本身就有一套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但收效甚微。这是因为，之前的思想政治教

育一般只会在大一阶段开设，在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不久后，而高

年级却不再开设，思想政治教育无法贯穿学生的大学生涯；再者，

大一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几乎是完全脱节，而且仅仅停

留在理论层面，这就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足够的重视，

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水课”，自然达不到“育人”的效果，

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也起不到很大的作用。而上述的问题，和大

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思政教学体制的不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也因

此缺失，无法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量化，所以思政育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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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也无从谈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途径

（一）将社会主义爱国教育融入到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去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核，是中华民族最主

要的精神财富，是我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共同保持民族自主与民族

尊严的巨大文化力量。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所包含的东西从晚

清末年的文艺流派和社会文化问题入手，其间又经过了许多不同

的历史事件，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如图一所示）同时在

这门课中所涉及了大量的以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文

艺是为民族文化而起的火光，但又是指引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的灯火。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就好比麻油被芝麻压出，而水

以浸芝麻，又使之更油。”

图一中国现代史上重大事件时间轴

而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时代背景发展

演变息息相关。从甲午中日海战日本战败的屈辱，到一 1949 年建

国，中间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抗

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要历史片段。人们从不同

的维度记录着历史，而处在这个时间段的文学家用他们所擅长的

文学体裁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侧面来反映着这

个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从而折射出

个人的命运与社会、国家的未来的关系。比如说李大钊、陈独秀、

鲁迅、毛泽东、丁玲、萧红、茅盾、老舍等伟大的作家，他们用

手中笔化为利剑，狠狠地刺向当时黑暗的、落后的、封建的旧时代。

学生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很容易透过文字与作者神思交

汇，进而与作者实现精神上的共鸣和共情，同时根据当下课程思

政的特点，更易于使学生通过吸收文学的精神营养而产生对于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从而能够

更进一步地培育和提高学生对于对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文化自信的认识和理解。

（二）将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融入到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去

《礼记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在明明德，意为弘扬高尚的德行。而这句话在今天，则

体现为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十二个词语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人文主义思想的教育课程，再加上中国

现代文学课程中天生就蕴含着深厚的思政基因，那么在对于学生

世界观、价值理念、人生观等的培育与塑造方面，中国现代文学

课程就可以有更多、更有力的作用，将能力提升与品格教育贯穿

其中，结合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比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

老舍的《骆驼祥子》、艾青《我爱这片土地》、闻一多的诗集《红

烛》、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等等，在课堂上教师不但要引导学

生理解作品的中心思想，更要将作品的创作背景介绍清楚，理解

时代背景才能更好地吸收作品，才能更好地读懂作家及其追求，

进而用以自励、自勉，在阅读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品格和能力。

（三）将信念教育融入到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去

“文学经典所描写的生活和人性，常常都是超脱于时代的生

活和人性，它以作者自己的审美趣味和情感抒发方式，让读者知

道必须变成怎样的人，才能达到人生的目标价值能反映人的价值。”

鲁迅因祖父入狱和父亲早亡，自幼遍尝遍人间冷漠，对人性

的有深刻的见解，也有莫大的失望。从日本回国后，冰冷的现实

狠狠击碎了他的梦想，由此进入漫长的沉默期。但是十年饮冰难

凉热血，当钱玄同要求他去打开“铁屋子”营救被困的中国人时，

他还是答应了，成为革命青年，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从此“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奔走一生，

生命不息、战斗未止；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沫若当时还在日本学习，

虽隔着千山万水但仍不忘却拳拳爱国主义之心，写出了《凤凰涅

槃》这篇理想主义作品，洋溢着对革命精神的炽烈向往，以及对

中华民族新生、解放的热烈向往；简介李大钊先生作为一个伟大

的革命家和战士，面对着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从少年时期起，

他便为信念与革命真谛而矢志不移，为宣传与践行马克思主义理

论而英勇献身，并认真地实现了自已的“勇往奋起以赴之”“瘅

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的理想信念。这些作家的人

生经历都是磅礴而厚重的，面对困难、不屈不挠，面对迫害，宁

折不弯，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他们本人的热烈、气节、品行和思想，

学生阅读这样的伟大的人留下来的文章，会带给他们长久的思考，

这种思考包括对人生的思考、对未来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对

民族未来的思考，促使学生慢慢在内心建立使命感、责任感，进

而开阔视野，将个人的奋斗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

现中国梦而无私奉献自己。

四、结语

根据以上研究，在高校课堂融入思想政治内容，无论是对学生、

对老师、对社会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通过在这段特殊历

史阶段的作家的人生际遇及其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逐步提升自身品格和素养，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真正实现“润

物无声”，培养出更多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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