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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师“古代汉语”课程思政探索研究

王钟坤  张俊杰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课堂是高校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场所，古代汉语教材蕴藏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作为任课教师应结合教学，注意

“四个结合”，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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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cient 

Chinese textbooks contain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s a teacher, they should combine teach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four combinations",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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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

调思政工作的重要性。例如，2019年3月，习近平同志

在主持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

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语重心长

地说：“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

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

程全方位育人。”[1]；2022年在习近平同志考察中国人民

大学时，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2]。

在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是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工作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大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关系密切。课堂是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

场所。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结合“古代汉语”课程的教

学,深入挖掘古代汉语教学各环节中的思政元素,加强在

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教学课堂是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场所 

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高低，“三观（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是否正确，是与其人生事业的成败与否，有密

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一个道德品质高尚、“三观”正确

的人，他会珍惜生命，努力奋斗，他能对家庭负责，对

社会负责，勤奋工作，报效祖国 ；反之，假如一个人道

德品质底下、“三观”错误的人，那么就会出现许多问

题，既不利于个人与家庭，也不利于社会与祖国。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风貌是健康向上的，他们积

极向上，思想活跃，勇于探索，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实现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合格人才。但是，也必须看

到，一些大学生存在问题，具体表现如：情绪不稳定、好

胜心强、容易偏激；心理脆弱，遇到挫折，便灰心丧气，

甚至轻生；孤独与冷漠，与同学相交，未能相互帮助，虽

生活在集体之中，但并不热心于集体活动等等。

学生在校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里度过的，师

生接触最多的地方也是课堂。充分发掘教材中丰富的思

政元素，切实有效地在课堂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是授

课教师应尽的职责，也是学校进行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

场所。

二、古代汉语教学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

见于各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选文，就文体

而言，有诗歌、散文、政论、传记等，形式多样，种类繁

多，但这些教材，可用以实施课程思政的内容十分丰富。

例如教材选用的《报任安书》，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在信中，司马迁讲述了他因

替李陵投降匈奴辩护，被汉武帝处以腐刑，想了此残生。

但他正在撰写《史记》一书，便以历史上的圣人遭受侮

辱而后生为例激励自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坚持撰写

《史记》的心历路程。教师讲授这篇课文时，可以帮助

学生深刻体会人生道路的曲折和复杂,并增强其与人生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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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搏斗的信心。

教材中，这样的事例很多。作为教师，要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挖掘教材中可供利用的内容，实施课程思

政。例如，有些大学毕业生自负，眼高手低、好高骛远，

在选择就业单位时，不愿到基层，更不愿到边远山区工

作。这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对此可通过对《舜

发于畎亩之中》的教学，引导学生从中感悟到人要有所

成就，必须先经历各种历练和考验，才能成功。

教材选用的我国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

日》《女娲补天》等篇目，都生动地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

的强烈愿望和不畏困难的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的精神力量。教师也可以借此教育学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在

《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名句，通过对课文讲解，可使学

生从中感悟到大学生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进取。

古代汉语”课不仅可以利用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对学

生进行思政教育，而且结合通论部分的教学，比如“诗

词格律”部分的教学，除了讲授诗词的音韵美之外，还

可以结合诗词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爱国诗人

陆游所写的《长歌行》，便能使人从中深受教育。诗前

四句，作者就向人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一种是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做一个乘鲸入

海，醉不复醒的仙人；另一种是“犹当出作李西平，手

枭逆贼清旧京。”做一个是做手枭逆贼，忠君保国的勇

将。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陆游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

但陆游的爱国情怀则是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当代大学毕

业生，我们应该像黄文秀、张桂梅同志那样，勇于奔赴

最艰苦的地方埋头苦干，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

成就。

从《敕勒歌》所描绘的的草原辽阔景色中，学生可

感悟北方草原的壮美；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所描绘的离别之情中，学生可感受到诗人豁达乐观的胸

怀；从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所描绘的壮丽景象中，学

生可读出盛唐时期人们的进取精神；从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所描绘的的旷世韬略中，学生又可体会到作

者慷慨豪迈的情怀；教学这些诗词佳作，教师不仅仅要

讲清词义，还应鼓励学生反复吟咏，从中受到家国情怀

的教育。

“文字”部分的教学可以结合对汉字的形、音、义

的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树立文化自信。汉字形体结构，既有规律，又富于变化，

许多优美的汉字书法作品，均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能

给人以美的享受。

“文化常识”部分更为丰富，思政元素可以说比比

皆是，如能深入发掘，充分利用，定能收到良好的教育

效果。

三、加强对学生思政教育，应做到“四个结合” 

结合古代汉语教学，加强实施课程思政，应注意做

到“四个结合”。

一是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教材中的可用于思政教育

内容，分布于教材的各个部分，作为任课教师，必须在

教学过程中，妥善处理分散与集中的关系，分门别类，

合理安排。比如，教师可以将思政教育，分解为科学精

神与人文素养、文化自信、家国情怀、国家意识、责任

与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若干方面，然后找出教

材中相关的内容，结合教学，分别实施教育。同时，在

分散教育的基础上，还应选择适当时机，将有关内容加

以集中，引导学生将局部的感悟，汇集成整体的感悟。

二是智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把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寓于智育之中，做到润物细无声，在“寓”字上下功夫。

屈原的《渔父》和苏轼的《前赤壁赋》都是教材中

的篇目，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对待挫折的不同态度，教师

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可见才华

横溢，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仕途坎坷、怀才不

遇的逆境中，心力交瘁而不能自我反省，却自认为“举

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如此自

是、自负，让自己与其他人之间产生严重的隔阂，无法

让他与别人进行正常地沟通和交流。内心的孤独与绝望，

屈原最终做出了“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的选择，

引导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屈原性格缺陷造成的一种

消极的人生观，是不可取的。反之，苏轼虽因“乌台诗

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他能在山水之乐中求得解

脱，并写出了充满哲学意味，凝聚人生思考的佳作《前

赤壁赋》。他在《前赤壁赋》中以江水、明月作比喻，说

明世界的万事万物既变又不变，人生何不是如此？因此

不必哀叹人生的坎坷。教师借此来教育学生，遇到挫折

时，不应消沉，不应像屈原陶醉于自我的幻想中，走上

不归路。

高等师范院校学生道德行为规范是学生思政教育内

容中的一部分。教材中有很多内容都能够起到端正大学

生道德行为的作用。例如，《墨池记》是一篇独具匠心，

劝人为学的名篇，文章从记叙墨池遗迹入手，联系王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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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苦练书法的故事，着重阐明勤学苦练出成就的道理，

勉励人们刻苦学习。

再如教学李密的《陈情表》，就直接涉及“孝”的问

题。那么何为“孝”？如何尽孝？就成为教师可结合智

育进行思政教育的一项内容。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

联系实际，展开讨论，求得对“孝亲敬老”这一道德行

为规范的正确认识，进而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实现心理

健康目标。从《陈情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李密对90

多岁的祖母十分孝顺， 他在表中写道: “臣无祖母，无以

至今日; 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祖孙二人，相依为命，

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这些话语多么感人至深。当然，传

统的“孝”道虽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但其教育儿女奉

养、孝敬父母是符合公俗良序的，有利于家庭和睦与社

会发展，应该批判地继承。今天，我们应不断丰富和完

善孝文化，使之能更好地为塑造完美人格服务，为构建

良好的家庭家风建设服务。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注重学

思结合、知行统一，增强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

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4]。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形成与正确树立，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

品质、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不仅要有正确的理论认识，

还需经过反复实践的锤炼。所以，结合古代汉语教学，

对学生的进行思政教育，需要把课堂教学与指导学生从

事有益的课外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利用课外活动的形

式加强对学生的具体指导，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把接

受锻炼，增长知识，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

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可以指导学生根据古代文

选，选择如《郑伯克段于鄢》《华佗传》等，改编成剧

本，表演课本剧、也可举行诗词朗诵、文化创意大赛、

中华经典诵唱演等等，丰富同学们的业余时间，使他们

在课上与下课之间相互联系，达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的目的。

在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采取多种

形式引导学生把知与行，学与用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把

书本知识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把自己培养成为言行

一致、表里如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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