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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文学文本分析的文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陈启权

（梧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2）

摘要：课程思政最主要的理念是融合性，即强调课程教学过

程中知识传授、技能培养和价值引导的相互融合，高度统一。要

契合此理念，文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不能先摆理论观点再简单举

例论证，它应回归文本，激活思维，强调互动，开展深入的文学

文本讨论、分析和阅读分享，然后由教师逐层深入地引导学生归

纳出相应的理论观点和价值观念，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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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文本分析契合课程思政教学理念要求

理论源于实践，思想寄寓于文本。由于文学文本内含大量思

政元素，文学文本解读有利于学习主体建构思政观念，文学文本

讨论分析能将知识、能力和价值观融合，所以文学文本分析应成

为文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的最好手段。

（一）文学文本是思政元素的文化载体

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大多本着

追求真、善、美价值目标的原则创作而成，因而都有着健康的思

想内容和丰富的情感，也常常会在字里行间潜藏着诸如政治理想、

人生信念、爱国情怀、民生情结、人性光辉、人道精神和处世学

问等思想政治元素。而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几乎无所不在的思政元

素，正是我们达成课程思政目标的前提基础。

（二）文学文本品读是学生思想品格培养的体验性过程

在进行文学文本分析的时候，学生投入全副身心去品读作品，

这不但能陶冶性情，丰富情感，还能提升思维品质和思想品格。

再加上学生所读的文本片断是教师精心挑选的，学生的阅读是在

教师引导下进行的，所以他们的课内阅读会比课外的目标更明确，

效率更高，理解更深入。比如在教师预设问题的指引下，学生多

次对相关文本进行阅读，终会体认诸如“文学源于社会生活，社

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样的唯物史观，会更加坚定“文

艺发展从根本上讲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也对经济社会发展

有着重要的反作用”这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三）文学文本分析是将知识、技能和思想要素有效融合的

必要手段

文学作品中有强烈的情感，生动的形象，自带丰富知识，深

刻的道理，文学欣赏本来就是一个建构知识，内化技能，滋养心

灵的过程。只要我们在实施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通过文学文本分

析一步步引导学生去归纳知识，理解原理，凸显思想意义，就能

有效地贯彻课程思政教学的融合性理念，即思政元素与文学理论

知识、文学写作与阅读能力的结合。当然，其前提是我们育人意

识要强烈，教学目标要明确，教学过程要耐心细致。

二、文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中文学文本分析方法

（一）精选文本片段

文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课程学习是前提，而在掌握文学原

理的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进行价值引领是重点。那么我们如何

“在尊重课程自身建设规律的前提下，在实现课程的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挖掘并凸显其价值引领功能”呢？

我想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是借助文学文本这一中介。一般来说，广

义的文本包括图片、视频、文案、实物、场景以及表演与叙述等，

它们都可以运用到不同的专业课程教学当中。但就文学理论课程

教学而言，文学作品片断是最好的欣赏和批评研究对象。其来源

虽然甚广，但不外乎三个方面：教材例子，课外补充，学生课堂

习作。为了更好地实现专业学习与思想教育的目标，教师在授课

前都应精心选择和整合一些既能印证文论观点，又自带丰富思想

情感和价值指向的文本片断，从而让学生在文本赏析过程中能得

到知识的整合、心灵的荡涤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也使专业学习和

思政目标得到以顺利实现。

（二）学生阅读分享

学生的阅读心得分享可使师生进行深度交流，擦出思想的火

花。在讲授《文学的性质》这一节课时，笔者引入朱自清散文《匆

匆》中一个片断 :“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

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

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

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

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然后让他们分享

阅读收获。学生大多能说出时光匆匆，无法挽留的主题思想。同理，

学生研读了《复活》中写聂赫留朵夫在军队中的一个文段 :“没有

什么正经事要做，只须穿上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精心缝制、洗刷

干净的军服，戴上头盔，拿起别人铸造、擦亮并交到他手里的武

器，跨上一匹由别人饲养和训练的骏马，跟着那些同他一样的人

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也就是纵马奔驰，挥舞马刀。”之后，也

认识到了主人公过的是锦衣玉食、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在品读了

汪曾祺《受戒》一段写景美文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

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

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

飞远了。”之后，他们则都能指出该文断写得色彩绚丽，形象生

动——但仅此而已。

通过多次的课堂操作笔者发现，学生的品读是以感性为主的，

他们的理性提炼往往不足或理解不够深广，比如对上述三个片断

中作者情感流露、思想倾向和人生态度等认识就不太到位，这个

时候教师的引导就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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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引导归纳

在进行第一个案例教学时，教师应将关于时间的哲学表达和

科学定义即《辞海》中的界定投影出来让学生将它们跟时间的文

学表达进行对比，以便让他们深刻理解文学的形象性特点。而至

于他们易忽略的情感性特点，则可以通过让学生有感情地诵读文

段去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可趁热打铁地提问引导：作者为什

么会有强烈的惋惜和感叹之情呢？我们是否有过感同身受？我们

又应该如何珍惜时光呢？在这样仿佛轻描淡写的问答当中，在学

生若有所思的听讲过程中，我们的课程思政目标就已经达成了。

第二个案例教学除了引导学生明白贵族阶级与下层劳动人民的不

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之外，更应重点引导学生注意作家的倾向性：

对贵族寄生生活的批判。为此笔者再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

一个相关文学片断投影出来。“我想讲讲我们的生活，讲讲那一

把革命的烈火，它像巨大炉膛里的煤炭，把我们点燃，使我们燃烧，

我们的国家靠这烈火取得了胜利。我们靠这烈火，用我们的鲜血，

击溃并消灭了敌人的乌合之众。”这样，通过对比阅读学生会发现，

尽管都用了词语反复的叙述手法，都描写了主人公的青春激情，

但作家的思想情感倾向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对无产阶级革命

青年及其奋斗、奉献的青春书写运用了热情赞扬的笔调。接着我

还设法让学生加深认识，文学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不同

作品会显示出作家不同的态度倾向的，这也体现了文学的意识形

态性特征。最后我还引导学生讨论了“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应追求什么生活”这样的话题。第三个教学案例所选文段由

于主题思想比较隐晦，教师只能从创作背景这一宏观角度切入，

逐步引导学生明白作者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去描绘“清新明丽”的

江南水乡的，其背后的深意却是要表明一种态度，即疏离文革时

期的政治意识形态，从而引导人们反思文革时期错误思想和行为，

呼吁人们追求一种宁静平和的幸福生活。这一主题思想潜藏很深，

需要教师的引导才能将之析出，但深度解读作品的过程却会让学

生在恍然大悟时得到思想洗礼。

三、文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双维并重的特征

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但还是重结

果而轻过程，即以让学生尽快掌握文学原理为旨归，因此，教学

过程中往往就是先摆结论再举例阐释，满堂灌输。与之相反，文

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突出的特征在于它方法上注重过程，强化实

践，彰显主体，侧重微观知识探究，同时加强宏观知识联系，对

象上则注意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的融合推进。

（一）学生主体性与教师主导性的双维突显

“所谓主体性，通常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

地位和特性。”突显主体性，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学生全

身心投入学习各个环节，进入到良好的状态当中去，这是确保主

体习得知识，领悟人生道理的前提条件。但是，放任学生随意散

漫地阅读和生发感想，也绝对不是课程思政之道。教师应设计好

教学操作路径，依据学生阅读所得随机应变地引导他们指向基本

原理和某种价值观念。总之，学生和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都应

有自己的能动性，各尽所能，双向用力，方能真正实现既定授课

目标。

（二）专业学习与思想教育融合推进

既然课程思政的主要理念融合性，那么专业学习与思政教育

就不能割裂开来，搞两张皮或刻意贴标签。思政教育融入专业学

习过程中，要像盐溶进水里一样不留痕迹但又引发味觉快感且裨

益身体。在文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中，专业学习的目标是掌握文

学原理，深谙一些文学之道，提高文学创作、批评和接受的能力，

而思政目标则随着学习内容的改变而灵活变动，但均不能显山露

水，刻意说教。而文学文本及对其品读分析，能成为师生交流，

贯通理论学习与思政教育的良好媒介。在此媒介下，文学片断的

品读和文学原理的呈现过程中，对文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思想教

育能得到最佳效果的融合推进。

（三）微观阅读与宏观延申双向拓展

文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一方面要依赖学习主体对文学片断的

细读品味，感受文学的思想内涵、情感变化和形式魅力，初步感

知理论知识和一定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须要教师在充分备课

的前提下胸怀全局，借助文本片断这一平台恰当而灵活地引导学

生解读文学片断内涵，联系整个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乃至更广阔的

文本生成语境，去清晰地呈现文学理论观点和相关的思想观念、

政治观点、哲学意识、道德思想及一些为人处世之道等。学习过

程微观与宏观、感性与理性的有效结合才能使理论知识细化和深

化。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使学生从文学知识

的接受者转变为文学活动的实践者，这是文学概论实践教学改革

的主要环节。”基于文学文本品读与讨论分析的文学理论课程思

政教学正是一种有效的实践教学。借助文学片断的阅读分享以及

教师巧妙灵活的引导，能充分地将主体性和主导性、专业性和思

想性、微观知识和宏观背景等有效联系起来，这应该就是文学理

论课程思政目标达成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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