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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爱国主义精神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强晓倩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属于一种伟大且崇高的情操。《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

“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道德品质，

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大学语文》教学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素材，本文

通过重构课程内容，将爱国主义精神以一个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

出来，以此来浅探语文教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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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要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

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

华，展现精神魅力。作为一种伟大且崇高的情操，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贯穿于《大学语文》教学的始终，但由于语文课本中关于爱

国主义精神的素材并未形成专门的教学思想体系，所以在具体的

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深入挖掘教材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素材，

充分利用思政教育元素，通过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一定的文化审美能力和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

培养大学生高尚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一方面不断增强大学生

的文化自信，培育大学生健全的人格、社会关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担负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一、文学体例上注重增强文化自信

现有语文教材整体编排按内容分门别类，分别从“青春之

歌”“仁者爱人”“望月抒怀”“迁逝之悲”“爱情之歌”“自

然人文”“智慧人生”“历史追思”“安贫乐道”“诗意栖居” 

十章内容选取文章，却未曾提及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概况，对于非

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没有一个系统的文学史知识体系梳理，

直接去理解文本有一定难度。从语文教学效果来看，学生不能很

好地体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文化自信的提升难免浮

于表面。因此，本人在整个《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于爱国主

义精神相关篇目之前穿插传统文学体例的讲解，分诗歌、散文、

戏剧、小说四个部分，从理论的角度上梳理文学史的相关知识，

使学生对我国文学史发展的轨迹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对各种

文体的产生与演变有一个相对深刻的印象，使学生能够用历史的

眼光、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悠远历史，从根本上树

立文化自信。诸如诗歌篇，从现实主义诗歌源头《诗经》起，历

经浪漫主义诗歌源头《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现

当代诗歌一一进行梳理，激发学生诗歌学习的热情；散文篇，从

先秦散文、唐宋散文、现代散文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入手，

让学生理解“美文”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承担的不同功用，树立文

化自豪感。戏剧篇，则专门选取元杂剧、现当代戏剧着重介绍，

让学生体会戏剧“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力量美。小说篇，则

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古代神话传说起，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

小说和志怪小说、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现当代小说，让

学生知晓小说从不被重用的“邪宗”一跃飞升“正宗”的历史地

位变迁，激发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

当然，《大学语文》的教学并非只侧重中国文学史，而是会

对比梳理外国文学史，在不同优秀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专属于我们

中国人所应有的文化自信。诸如诗歌篇，会提及古希腊、文艺复

兴等时期的诗歌，在中外文化的双向繁荣发展中，体会中国诗歌

的独特魅力；散文篇，则从具有代表性的法国、英国、美国讲起，

对比中体会散文个性美、哲理美在古老中国的熠熠光辉；戏剧篇，

则对比英国莎士比亚戏剧和元杂剧的不同美学力量，体会东方戏

剧美学的闪光之处；小说篇，则从中世纪小说、启蒙小说、浪漫

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等入手，对比中理解小说的历史重现性

功能，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总之，《大学语文》教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渗透，第一步就

是要让学生充分感受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文化成就，让他

们在漫长的文化长河里，在中外文化的不同文体的对比碰撞中，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真真切切地增强文

化自信。

二、内容编排上凸显爱国主义精神

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人们爱国主义

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命脉。因此，《大学语文》内容编排在原本十章内容的基础之

上有所取舍，结合文学体裁分类，经合并分为四章内容，分别是“赤

诚之歌”“历史追思” “人生印象”“社会缩影 ”，通过文本的

具体解读，将爱国主义精神一条主线自始至终渗透到语文教学当

中。

（一）诗歌：赤诚之歌

诗歌是最重要的抒情文体，所谓“诗言志”，古人便有“心

之忧矣，我歌且谣”。纵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爱国主

义精神一直贯穿其中，且在诗歌中的体现最为直接，最为强烈。

为此，本章内容诗歌部分选取以下六篇：

其一，先秦时期楚国屈原的《国殇》，充分感受中国首位爱

国主义诗人笔下那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的强烈

爱国主义精神，学习诗中将士们面对国家危难奋勇牺牲的刚强不

屈的斗争精神。其二，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秋兴八首》（其

一），深切感受“诗圣”笔下那“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的忧国忧民情怀和回归故土的迫切愿望。其三，南宋伟大爱国主

义诗人陆游的《关山月》，用心感受诗人笔下那“遗民忍死望恢复，

几处今宵垂泪痕”的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情怀。其四，“创造社”

诗人代表郭沫若的《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切身体会诗

人笔下那“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了

这般模样”的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五，“雨巷诗人”戴

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切身体会诗人笔下那“因为只有那

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

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地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深情向往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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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融为一体的爱国情怀。其六，民主战

士闻一多的《死水》，深刻理解诗人笔下那“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

界来”的深沉爱国主义情感。 

本章诗歌篇，以“历史追思”为出发点，虽“字少而意丰”，

其中或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诗人通过自己有限的篇幅反映无

限广阔的内容，做到了“以片言名百义”，或表现强烈的爱国情怀，

或表现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情真意切，寥寥数语，深刻地展现

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的内涵。《大学语文》教学中选取这样的篇

目渗透爱国主义精神，在传承中华诗歌文化的同时很好地培养了

大学生的爱国情操。

（二）散文：历史追思

散文取材广泛且不拘一格，它取自零碎的题材去折射时代风

貌，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带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和智慧的启迪。本

章内容散文部分则选取以下六篇：

一是“亚圣”孟子的文章《鱼我所欲也》，明晓“义”是做

人的根本，懂得“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坚定

理想信念，面对危迫，亦不受“呼尔”“蹴尔”之食，应当做到

“舍生取义”。二是“后圣”荀子的《劝学》，明晓“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懂得成大事者，谋定方向，

为之努力奋斗，方可成就。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醉

翁亭记》，明晓太守“与民同乐”的情怀，懂得中国人该有精神

归属感和自豪感。四是“民族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明

晓“真的猛士，将更奋然前行” ，懂得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休戚与共。五是宁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

秦淮河》，明晓作者“幻灭的情思”，体会作者深沉而又细腻的

爱国情怀。六是哲学家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明晓人生当“正

其义不谋其利”，增强道德意识，实现人生意义。

本章散文篇，回归“历史追思”，贵“写实”，可谓一语道破。

抒写的是披着时代风尘走入生活深处的“自我”“真我”，或保

持本心、不忘初心，或持之以恒、奋斗精神，或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的集体主义精神，或社会担当、勇毅精神，或心之所向，奉献

精神。《大学语文》教学中选取此类篇目，从不同维度渗透爱国

主义精神，对大学生良好人格修养的形成有着相当的影响作用，

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戏剧：人生印象

戏剧最核心的要素是尖锐集中的戏剧冲突 ，这种冲突来源于

现实生活形形色色的矛盾，但现实矛盾是分散的，有的缺乏戏剧性，

有的缺乏社会意义，剧作家在此基础上将冲突进一步进行提炼、

集中、典型化，使矛盾指向更加尖锐集中，并把典型矛盾与人物

的真实命运巧妙地结合起来，将剧本情节推向高潮，从而展现主

题思想。本章戏剧部分选取以下四篇：

其一，关汉卿的悲剧《窦娥冤》，奏出了一曲坚强不屈、富

于反抗精神的悲壮歌曲。其二，王实甫的喜剧《西厢记》，歌颂

了重情感、轻功名的傲然人格。其三，曹禺的悲剧《雷雨》，揭

露了旧中国旧家庭罪恶现象，闪烁着革新的光辉。其四，老舍的

悲剧《茶馆》，昭示着新中国必然取代旧中国的命运，社会的前

进性不可阻挡。

本章戏剧篇，着重“人生印象”，剧作家凭借于当时的政治形势，

剧本或庄重壮烈，或轻松愉悦，散发着哲理或道德的深度，一方

面极力肯定真、善、美，一方面强烈否定假、恶、丑。《大学语文》

中选取此类篇目，让大学生在不知不觉的戏剧欣赏中获得一种美

的升华，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四）小说：社会缩影 

小说是一种叙事性文学，其“寓教于乐”的审美功能通常借

助可读性很强，艺术感染力较大的故事情节来实现，进一步在环

境映射下理解小说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走向，以此挖掘小说寄

寓的主题，力图做到“小说主题大于主观意图”为上。本章小说

部分选取以下四篇：

一是南朝宋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折射了当

时的社会生活情状，反映了士族阶级的种种人生追求。二是清代

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借花妖鬼狐的精彩故事讽

喻现实，抒写作者美好理想。三是鲁迅的爱情短篇小说《伤逝》，

启示五四青年摆脱个性解放的束缚，探索新的出路。四是钱锺书

的《围城》，旨在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人命运、对人生

的哲理思考。

本章小说篇，再现“社会缩影”，或批判腐朽的封建社会等

级制度，或在浪漫主义中喷薄出自己的一腔怒火，或抒发文人在

思想潮流冲击下的家国忧患意识，或迷茫于现代人生的困境。《大

学语文》中选取此类小说，目的就是让学生沉下心来体会不同时

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们对社会的敏锐捕捉，感受他们文字里的爱国

主义精神，做到阅读能力提升的同时心灵受到洗礼、净化，从而

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

此外，语文教学上注入躬身实践。其实《大学语文》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性的讲解到底内化到学生的认知体系与

否，需要进行一定的实践检验。本人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诗歌后

附“诗歌朗诵会”，散文后附“见字如面爱国说”，戏剧后附 “情

景剧表演”，小说后结合陕北革命历史附“触摸延安历史行”，

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爱国主义精神素材，适时引导学生进入情境，

寻找与作者心灵的契合点，在积极愉悦的情感氛围中渗透爱国主

义精神教育。

三、结语

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

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

结奋斗。作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育者，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新时代，

更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与社会与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

行统一起来，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引导他们在美的欣赏中得

到善的教育，进而引导他们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

树立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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