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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

物质文明建设。1 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

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

重要尺度。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徐志坚

在《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所

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们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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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命题的自我意识，这

便是人文本体，人文本体是决定着人文世界向正确方向

发展的客观依据。”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学经典，

集文学性、审美性、工具性于一身，以“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对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大学生人文精

神培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师在授课时不仅要鉴赏

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更要通过文本讲解将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世界观传递给学生，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

根本目的。本文试以《诗经·伯兮》为例，从家国同构的

精神内核、无私奉献的英雄主义和忠贞不二的婚恋观念

三方面挖掘儒家文学经典中的人文精神，并进一步结合

作品特点梳理和总结实施性较强的教学方法。

一、《诗经·伯兮》中的人文精神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涉及到的内容十

分丰富，包含农业、战争、婚恋等众多方面，《诗经·伯

兮》就是一首描写妻子思念远行出征的丈夫的诗歌。丈

夫为国征战，许久未归，妻子在家终日思念，忧愁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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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它反映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人性观和时代精神。

《诗经》中人文精神的凝聚与构成是在全然无觉的形态中构成的，伴随着寻常的生命和生活经历，渐生渐成。本文以

《诗经·伯兮》为例，从家国情怀、英雄主义和婚恋观念三方面挖掘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

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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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几笔，作品所勾勒出的思妇形象便跃然纸上并深入

人心了，除了感受到“思念”这个主题之外，我们还可

以充分挖掘作品背后丰富而深刻的人文精神。

（一）家国同构的精神内核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认为，“家国同构”这

四个字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人的家国情，从古至今，家国

同构的精神内核从未改变。对于中国人而言，“家”是

“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家”和“国”

密不可分，而这种政治思想最早正是由儒家提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儒家经典中进行溯源。

《诗经·伯兮》的开篇，丈夫为了国家出征在外，妻

子内心充满了骄傲与自豪，“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

执殳，为王前驱。”在妻子的眼中，丈夫在外貌上是勇武

高大的，对于家族而言他是家中的老大，对于社会而言

他是国家杰出的人才，能够拿着武器为国征战，丈夫的

出征既是为了国也是为了家，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打

了胜仗，自己的小家才是安全的，只有自己的小家是稳

定的，思妇的丈夫才能在前线冲锋陷阵。在盼夫归来的

日子里，妻子无心梳洗打扮，宁愿独自忍受头痛与心痛，

也要用自己的忠贞维护家庭的稳定，小家的稳定是丈夫

放心为国出征的基础。全诗所表现出来的思妇的情感态

度正是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家国同构”精神

内核的典型表现。

（二）无私奉献的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是指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任务而

表现出来的英勇、坚强、首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行为。

《伯兮》中，从思妇开篇对“伯”与“桀”的骄傲

与自豪到盼夫未归后的“首疾”与“心痗”，这绝不是主

人公的情感突变，而是在漫长的等待中内心所发生的情

感渐变。不难想到，丈夫出征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恰如

《采薇》中所描述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可能出门的时候还是杨柳发芽的春天，归来

时已是雨雪纷纷的冬日了，在没有任何联系方式的远古

时期，出征在外的丈夫又何尝不思念家乡和家人呢，但

是为国征战又是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完成国家所赋予

的历史使命，诗歌中的丈夫只能舍小家为大家，拿着武

器远赴战场。战争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军人的家庭生活，

将家中的妻子置于长久的想念与忧虑之中，诗歌并未明

确丈夫离开家乡的具体时间，也并未透露他的最终归期，

甚至我们都无从知晓这位丈夫最终是否顺利归家，但我

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位久战沙场的英雄，他手中“执殳”，

“为王前驱”，奋勇杀敌，为了国家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

牲。来自妻子的褒奖，不只是个人的情感倾向与主观表

达，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于英雄的肯定和赞扬。

因为他的身上，有着令无数人敬仰的无私奉献的英雄主

义。

（三）忠贞不二的婚恋观念

远赴沙场的丈夫留给妻子的是无尽的孤独与恐惧，

“等待”成为了思妇生活中唯一的内容。诗中的妻子对

丈夫的思念之情贯穿了整首作品，字里行间所展现出来

的“忠贞不二”的婚恋观念是女主人公最为突出的特点，

这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自

从丈夫东征在外，妻子已无心梳妆打扮，不是因为没有

膏脂，只是因为不知为谁而妆扮。“女为悦己者容”是中

国古代女性典型的价值观，通常是指女子会为了欣赏自

己而使自己高兴的人梳妆打扮，当欣赏自己的人不在身

边，打扮也就失去了意义。让自己发如乱草，也就意味

着拒绝了所有与其他的异性发展关系的机会，妻子一心

所思所想的就是“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表面是盼着出

太阳，实际是一天又一天盼着丈夫的归来。“焉得萱草，

言树之背”，思念到极致，最终想要通过忘忧草来忘却不

安与痛苦，然而又一遍遍重复强调，哪怕是“首疾”甚

至“心痗”，也还是“愿言思伯”，她所要面对的一切思

念的痛苦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伯兮》中的思妇有着情

感上的变化起伏，但无论是崇拜还是思念，心中却始终

只有丈夫一人，也只有这样忠贞不二的妻子才能稳住家

庭这块阵地的后方，让丈夫毫无后顾之忧地为国效力。

二、《诗经·伯兮》的教学策略

教师透彻的讲解离不开经典的文本以及精心的设计

和组织，对于《诗经·伯兮》这首诗歌而言，我们可以从

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教学设计。

（一）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相结合

作为经典文学作品，《诗经》的魅力不只是在某个时

代有所体现，更是在绵绵不断的岁月中依然具有巨大的

张力与极高的价值，因此，在进行作品鉴赏时，教师也

应该跨越时空，结合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深刻剖析作

品的现实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共鸣与思考。

就《伯兮》而言，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就可以在

现实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典型事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疾病一次又一次侵袭着我们。2020 年是艰难的

一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整个国家和民族都笼罩在

疾病袭来的阴影之中，尤其是 2020 年 2 月至 3 月，全球

病情不断蔓延，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危难当前，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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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救援活动，一个省帮

助一个市，大批医护人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了湖

北各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许多多的白衣英雄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们保家卫国、奋不顾身，不惜放

弃一切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成为祖国大地上最靓丽的白

衣天使，其中还有一批与病毒搏斗的英勇的医护人员牺

牲在了救治病人的一线工作中。他们的壮举，正是《伯

兮》中沙场英雄在新时代的再现。

关注英雄，不止要歌颂他们的英勇无私，也要看到

英雄背后的真实故事，《伯兮》中有“邦之桀兮”，在和

病毒作斗争的有勇于担当的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

他们是时代的“逆行者”，奋战在与病毒作斗争的第一

线，还有许多我们记不住姓名的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在

守护老百姓安全的一线；《伯兮》中有因思念丈夫而忧愁

不已的妻子，现实中的艰难岁月里，也有着许多真实而

深刻的牵挂和期盼。有目送妻子远行凝望不动的丈夫与

孩子，也有无限不舍却又坚定支持的年迈父母，正是每

个中国人心中深沉浓郁的“家国情”，才会让举国上下团

结一心，病情的控制速度和始终居于世界前列。

当下的学生都生活在和平年代，只能从新闻报道

和影视剧中看到战火纷飞的场景，如果教师在讲解《伯

兮》时能结合人类疾病灾难中典型的英雄事件进行展开，

就可以很好地引发学生的共鸣，让学生通过对现实的关

注去体会诗歌中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从而更加深刻地理

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

（二）四轨综合教学模式的运用

四轨综合教学模式指的是“LBL-CBL-PBL-RBL”

四种方法共同作用的教学方式，“LBL”是传统理论授课

的教学模式，“CBL”是结合案例进行讲解的教学模式，

“PBL”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CBL”是以资源为

辅助的教学模式。四种方法各有优点，打破了单纯一种

教学方法带来的学习沉闷感与枯燥感，教师可以有的放

矢，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综合使用。

课前，教师可以运用 RBL 教学法，通过文献资源

和网络资源搜集与《伯兮》文本及现实相关的资料，除

了专家学者的深刻解读以外，还可以寻找一些相关的

音视频文件，例如《伯兮》的朗诵与歌曲，和近几年

对抗人类疾病有关的采访或者纪录片，提前发给学生，

让学生进行初步的感知和思考。课中，教师可以运用

“LBL”的教学模式，对作品进行赏析，由于诗歌当中存

在一些文化常识与古代汉语知识，例如“伯”“殳”“杲

杲”“痗”等字，需要重点强调详细分析，对于思妇表现

出来的情状也需要结合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加以解释说

明，使学生能够对诗歌进行正确理解；此外，还可以运

用“CBL”教学法，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例如，被

授予全国先进个人荣誉的记者柯皓于 2020 年在武汉实地

采访，跑遍了机场、社区、ICU 重症病房，在武汉市情

况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曾考虑过给两个儿子立遗嘱，他

的镜头带给我们最危急的武汉、最大爱的医生，他用亲

身经历讲述了《伯兮》中“家国同构”“英雄主义”和

“忠贞不二”的时代精神。课后，可以运用“PBL”教学

法鼓励学生进行文学作品的再创作，即抛出一个问题，

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例如“是否可以结合现实情况创

作一首和《伯兮》相近的古体诗？”“如果你现在是一名

医护人员，是否愿意在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有针对性的

提问和启发，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感悟。

综上所述，《诗经·伯兮》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

神，从社会层面的家国同构、英雄主义到民间朴素的婚

恋观，都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教师在授课时需

要充分挖掘，明确讲解，同时，结合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中涌现出来的具有牺牲精神的医护人员和先进个人，运

用“LBL-CBL-PBL-RBL”四轨综合教学模式，精心设

计和组织课堂，就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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