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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师范”背景下高校《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李园媛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 401524）

摘要：“新师范”的核心理念是振兴师范教育，打造高水平

有特色的新师范，提出和实施的教师教育、师范教育转型升级的

新型师范教育模式，有利于提升师范类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文学概论》是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主要以文学基

础理论为主，是学生走向讲台的重要基石。教师要立足“新师范”

背景，树立理实一体化教学理念，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提升学生

人文素养，运用超星学习通开展线上教学，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

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升学生道德情操，

开展多元化评价，全面提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师范”；汉语言文学；《文学概论》；现状与

对策

随着“互联网 +”教育模式逐步成熟，新文科成为高校改革

热点。2021 年，重庆市发布《重庆市普通本科高校新文科建设实

施方案》，提出了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文科类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互联网 + 教育”和“智

能 + 教学”模式，促进文科专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文学概论》

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引导学生探究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之

间的关系，以培养学生分析、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为目标，进一

步提升他们阅读能力、文学作品分析能力，为他们将来就业奠定

良好基础。教师要立足课程特点，不断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协调好人文、文学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带领学生品读古今中

外名著，引导他们利用哲学方法论分析这些文学作品，既要提升

他们的文本解读能力，又要提升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

一、高校《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一）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

《文学概论》是一门以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为主的课程，融合

了哲学方法论和文学作品分析等知识点，但是部分教师忽略了把

方法论和文学案例结合起来，影响了学生对哲学方法论的理解，

也不利于提升学生文学鉴赏能力。部分教师把理论和实践教学割

裂开来，按部就班讲解教材文学基础理论知识，忽略了利用教材

案例，或互联网文学等案例进行解释说明，导致理论与实践教学

脱节，影响了课程教学质量。

（二）学生阅读体验比较差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手机、平板成为“00 后”大学生的标配，

他们更热衷于刷短视频、玩游戏、阅读网络小说，却很少阅读中

外经典文学名著，阅读储备量相对下降，对文学概论类理论知识

不太重视，这给《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部分

学生认为《文学概论》课程对未来教学工作作用不大，在课堂教

学中缺乏自主学习积极性，只是机械背诵考试热点，很少对文学

基础理论、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等知识进行推敲，对文学作品的

理解不够深入，影响了个人阅读体验。

（三）教学考评方式单一

高校《文学概论》教学评价更强调教学认知属性，忽略了学

生发展的教育属性，以书面考试为主，以出勤率和作业质量为辅，

忽略了把实践能力、道德素养等融入教学评价体系中，难以全方

位挖掘学生学习潜力，影响了他们的全面发展。例如教师把期末

考试成绩作为教学评价主要指标，考前为学生划重点、布置练习题，

以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等为主，侧重考

核学生理论知识，缺少实践类评价指标，无形中影响了教学评价

质量。

（四）课堂教学信息化程度不高

随着“互联网 +”教育理念逐步普及，但是部分高校《文学概论》

教师教学理念保守，主要以 PPT 和投影仪等传统多媒体教学方法

为主，很少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也很少利用微信、抖音等

开展课下指导，影响了《文学概论》课程信息化教学质量。部分

教师对超星学习通 APP 操作不太熟悉，无法独立制作微课、设计

混合式教学方案，只能套用互联网相关教学案例，导致教学内容

同质化，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二、“新师范”背景下高校《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重要

性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新师范”明确了未来教师基本职业素养，也为师范类高校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文学概论》有利于引导

学生从更加宏观、全面的视角来分析文学作文，引导他们深度解

析文学作品，加深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从而激发他们的阅读

兴趣，增加他们的阅读量，从而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同时，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究文学、文化和人文之间的关系，加深他们对

文学基础理论知识的了解，让他们对语文教育产生不一样的认识，

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精神。

（二）有利于提升师范人才培养质量

《文学概论》课程是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体现了文学与教育学、哲学的融合，有利于促进学生辩证思维、

逻辑思维等高阶思维，激发他们对文学和教育事业的热爱，让他

们全身心投入课程学习中，从而提升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培养未来语文教师、对外汉语教师等人才为主，

而《文学概论》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有利于推动汉语言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

师德师风教育，从而提升师范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

“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文学概论》课程可以端正大学

生对网络文学、经典文学名著和影视剧改编作品等的态度，增强

他们对经典文学名著、古典文学的热爱，督促他们阅读更多经典

文学作品，鼓励他们利用读书 APP、互联网在线阅读，从而培养

他们良好阅读习惯。同时，教师可以在《文学概论》课程中渗透

理实一体化教学理念、项目式教学理念，鼓励学生自主分析和推

荐优质文学作品，督促他们每天坚持阅读，让他们在阅读中收获

知识与感悟。

（四）有利于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随着短视频、网络小说等的兴起，高校《文学概论》面临更

多挑战，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一方面要积极融入课程思政理念，

挖掘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正能量，让学生在阅读中接受思政教育洗

礼，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教师要落实“新师范”理念，

积极构建智慧课堂，搭建网络教学平台，做好课内外教学衔接，

及时解决学生问题，从而提升《文学概论》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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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师范”背景下高校《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一）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优化教学内容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概论》包括了文学性质论、文学

价值观、文学创作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批评论等知识点，每一

部分搭配文学作品进行说明，知识点比较琐碎。首先，教师要坚

持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教学原则，选择中小

学语文教材课文作为案例，落实理实一体化教学理念，让学生提

前了解语文教育相关知识，还可以对教材文学理论进行拓展。例

如教师在讲解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实践相关知识时，可以挑选中小

学语文教材中鲁迅先生的部分作品，例如《药》和《拿来主义》

两篇课文，引导学生分析鲁迅先生犀利的文笔、对黑暗社会现实

的讽刺，引导学生通过课文分析当时特殊社会背景，让他们结合

社会背景鉴赏这两篇课文，让他们对特殊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提

升他们文学批评能力。其次，教师可以组织阅读分享会，引导学

生对教材案例进行分析，不局限于读后感形式，可以鼓励学生编

写剧本、对案例进行改写和续写等，创新文学概论实践教学方式，

引导学生利用文学基础理论分析、鉴赏文学作品，从而提升他们

的人文素养。

（二）搭建网络教学平台，构建智慧新课堂

高校《文学概论》教师要积极使用超星学习通 APP 开展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构建网络智慧教学空间，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

从而提升教学质量。第一，教师可以提前制作好微课、线上互动

问题，并把班级课程二维码下发到班级微信群，便于学生扫码进

入课程群、提前观看微课，让他们提前了解线上教学内容，为线

上教学做好准备。教师可以在线上向出示文学作品案例，引导学

生这一作品的文学创作理论和文学价值观，鼓励他们线上踊跃发

言，并和学生连麦互动，调动他们线上学习积极性。此外，教师

可以设计线上小游戏，筛选出中外文学名著经典段落，让学生快

速写出对应的名著名称和作者，利用线上互动游戏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营造良好的线上教学氛围。第二，教师可以利用超星学习

通 APP 开展线上测试，提前导入线上测试题、答案和答题时间，

由系统自动阅卷、分析数据，快速汇总学生成绩、出错率比较高

的题目和班级平均成绩，为线下教学提供准确数据。教师可以针

对线上错题、学生留言等进行重点讲解，并录制复习视频，便于

学生线下自主回看教学视频，科学指导他们课下学习，进一步提

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质量。

（三）立足课程思政思政，全面渗透思政教育

教师要全面渗透课程思政理念，挖掘《文学概论》课程蕴含

的思政元素，把文学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起来，进一步提升学生

道德情操，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例如教师在讲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相关知识时，可以介绍毛泽

东诗词、红色文学经典作品，让学生了解红色文化内涵，让他们

了解红色文学经典作品的爱国人物形象，渗透爱国主义教育，进

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学生可以阅读《红岩》和《红旗渠》

等红色文学作品，了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事迹，了解爱

国作家字里行间流露的爱国热情，感受红色文学作品思政教育价

值，从而提升个人道德素养。此外，教师可以开展中国古代文学

史专题教学，讲解先秦散文、唐诗宋词、神话故事和四大名著等

内容，引导学生探究古代文学历史，让他们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

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古

诗词大会，设计飞花令、古诗词鉴赏等活动，激发学生古诗词学

习兴趣，增强他们对古代文学的喜爱，丰富他们古诗词储备，进

一步提升《文学概论》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四）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高校《文学概论》教师要合理利用文学作品，挖掘作品蕴含

的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打造更有温度、更有情怀的课堂，进一

步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文学原理

相关知识时，可以组织小组阅读活动，布置小组阅读任务，鼓励

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对指定文学作品进行深度阅读，完成小组

读书报告，提升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首先，教师可以挑选古今

中外文学理论名篇，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和柏拉图的《伊

安篇》，引导他们分析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的意象、文学创作理念，

再对比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哲学理念，让他们感受中西方文化差异，

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其次，各个小组

可以对中西方作品进行阅读，撰写作品简介、读书笔记和读后感等，

全方位对作品进行分析和点评，进一步感受文学作品中蕴含的艺

术情感、人文情怀等。教师可以鼓励各个小组分享作品简介、读

后感等，并让不同小组进行讨论，全方位分析中外古典文学理论

名著，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学的理解，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阅读能力。

（五）实施多元化评价，提升教学评价质量

第一，教师可以把结果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完善《文

学概论》课程教学平台体系，适当增加课堂表现评价、学习进步

评价等比重，增强学生对阅读的重视，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

性，督促他们坚持每天阅读的好习惯，培养他们良好学习习惯。

同时，教师要控制好识记类作业量和考试题目树龄，增加开放式

题型、实践类作业，引导学生多读书、读整本书、多思考、重逻辑，

进一步提升他们文学素养和阅读能力。第二，教师要坚持理论与

实践考核并重的教学评价原则，除了考核学生文学基础理论识记

能力，夯实他们的文学基础，还要针对他们小组阅读活动、线上

学习表现、阅读实践作业质量和文学类比赛成绩等进行考核督促

学生积极参与文学相关实践活动，拓宽他们学习文学知识的渠道，

从而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此外，教师还要开展学生自评、小组

互评，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评价工作中，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性，

落实以生为本理念，从而进一步提升《文学概论》教学质量。

四、结语

师范类高校《文学概论》教师要全面落实“新师范”理念，

立足新时代师范类人才需求，促进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进一步

拓展《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积极搭建网络学习空间，推广

混合式教学模式，进一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同时，教师

还要渗透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挑选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渗透传统

文化、劳动精神和师德师风教育，把思政教育和文学概论融合起

来，提升大学生阅读能力、人文素养和文学鉴赏能力，进而提升《文

学概论》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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