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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外国文学类课程的教学体系中包括了不同的课程具体内容，

基于外国文学中包含的西方文化和相关文学知识，以此课程为切

入点开展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具有一定的适宜性。

便于教师带领学生通过对比观察和深入分析明确我国传统文化和

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和培养的意义，激发学生主观上的国家民族

意识，达到良好地思政教育效果。

1　基于外国文学类课程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必

要性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精神的

指引下，全国各高校相继开设系列思政课程以及相关培育课程。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和讲授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内容

和学习效果。外语类课程训练学生语言基本功的同时，也承担着

筑牢学生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的责任和义务[1]。学生在

学习外国文化、文学知识的同时应充分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并保持文化自觉与自信，这是当代大学生培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内蒙古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高校更应当积极结合外

国文学的具体课程实现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积极实

践高校思政教育的基本要求[2]。

2　基于外国文学类课程培养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问题

从具体的教学组织角度上来讲，外国文学类课程与学生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融合需要找准教学开展的切入点，从个具

体的课程教学内容出发，发掘两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教

学组织开展的过程中积极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为学生分析外国

文学类课程教学内容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密切关系。但从目

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部分教师由于缺乏对外国文学具体课程理论

体系和实践侧重点的归纳和分析能力，对先进的教学组织形式也

缺乏掌握和运用能力，导致其在两者融合的教育教学要求下未能

找到科学的融合教学组织方法和思路，最终给基于专业课程培养

高校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实现造成了不良影响。

3　基于外国文学类课程培养学生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路径

3.1 加强思想意识引导，提高重视程度

高校外国文学类课程的教师应当从自身出发加强学习，首先

找到自身所教授的课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之间的密切关

系，并且从思想引导入手，利用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

育讲座或活动的形式让学生首先从思想上认识到这方面思想意识

的培养对于学生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教师还应当

从当前的文化环境，网络环境的角度入手，分析新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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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信息传播形式的优劣势，通过对比引入教育的方式是学生

体会到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重要意义。

3.2 重视教学组织开展，提升教学质量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文学团队在培养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方面首先从以下两门课程探寻路径，其中一门是为本科生开

设的《族裔文学》，另一门是为研究生开设的《外国文学史》。《族

裔文学》是本科生二年级的一门选修课，主要讲解海外少数族裔

作家的文学作品。通过族裔文学的讲解，重点培养学生的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比如，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体现的中国思

想以及中国文化共同体意识。通过讲授著名海外华裔作家和作品，

使学生了解到海外华人百年来的移民历程，其间经受的种族歧视

和种族隔离等苦难，以及华人移民的抗争、取得的成果等，向学

生传递了海外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传承、对中西文化的

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

《外国文学史》是研究生一年级开设的一门学位专业课，主要

讲解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澳大利亚文学史、新西兰文学史、

加拿大文学史和介绍一些非英语国家文学史，如俄罗斯文学史和

日本文学史等。本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帮助学生梳理

基本文学常识和文学概念，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与研究打下基础。

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外国文学史的同时能够比较我国文学史，站

在一定的高度，带着批判的精神去学习。对于外国文学以及外国

文化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全盘否定，要了解文学发展历程，结合

历史背景学习经典文学并且结合当下去重新理解与构建知识体系。

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明显体会出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处境与特征，

能够逐步认识全球化时代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培育的重

要性，这就达到了从外国文学类课程的具体内容出发，通过对课

程教学过程的合理组织和引导发挥出培养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效果。

4　结束语

总的来讲，高校大学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是大学阶段思

政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重要契

机，作为高校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师，应当合理规划专业课程的教

学组织流程，重视运用多元化的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力求以专业

课程教学为契机实现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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