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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概述
当前的课程思政建设主要是以通识课、专业课为载体，在

教学过程中合理设计教学场景和教学活动，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
将思想教育工作与学科建设相融合，以达到教学育人的目标。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能够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很多，
需要提升课程的融合性，也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育的内
容有机结合，这样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将人生教化和价值引领的
意义充分的体现出来，通过学科的教育改革，融入课程思政的内
容，可以让大学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具有社会正能量。简而言
之就是在进行专业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具有
健全人格、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的现代化专业人才。

2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容易出现的不良倾向
我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流派众多，而且思潮更迭，矛盾多

元，主要处于审丑和审美界无法有效分辨，在教学时很容易出现
一些非历史化、非价值化、非审美化的现象。

2.1非历史化
很多教师在讲述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脱离原有的历

史背景，而使文学作品出现旧时代的社会关系、民族劣根性、封
建家族结构等糟粕，比如说巴金的《家》，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正传》。如果仅仅对这些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分析，可能会导致学
生错误地认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只有劣根性，充满了糟粕。这
种印象很容易导致学生在民族文化方面的自我迷失。

2.2非价值化
在上世纪80 年代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当中，我国现当

代文学课程教学产生了重视个人话语的探索而不重视人民话语和
革命话语，主要在文学作品讲授过程重视所谓纯文学的现当代文
学作品，如张爱玲、徐志摩等精英立场个人主义的作品，对这些
作家的文学作品大讲特讲占用了大量课时，而对左翼文学、延安
文学、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等与中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人民文
学设置的时间过少，甚至出现了质疑和轻视，充满了历史虚无主
义的倾向，往往认为这些文学作品没有艺术价值，否认了这些接
地气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而没有重视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
树立，这种现象与课程思政是背道而驰的。

2.3非审美化
某些作品非常重视主题思想，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将教学

活动审美化、生动化，比如说在对延安文学等作品进行讲解时，只
是倾向于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讲解，而没有重视对艺术形式的创新
和美学实践方面进行讲解，没有突出这些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
在讲解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虽然能够体现课程思政的思想，
但是没有融入文学审美价值，很有可能导致学生在接受课程思政
思想的过程中出现抵触。

3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育人路径探讨
3.1 提升文学认知效果，以文学思想感化学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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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
当前在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需要重视立德树人，坚定学生
理想信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担当
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理想相结合，在课程教学当中全程融入思政
内容，这样才能让学生获得正向有意进步的反馈，让他们在接受
文学知识的同时又能够吸取到精神文化的精华，使中国现当代文
学课程的思政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
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需要对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进行梳
理，挖掘课程思政当中重要的教学资源。比如说从1919年五四运
动开始，近100年来出现了很多为国为民奋斗的志士也产生了很
多相应的文学作品，需要遵循盐溶于汤的原则，对家国情怀、社
会责任、生命意识等元素进行充分挖掘。在讲授的过程中塑造学
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担当水平提升。

在现当代文学史当中有很多批判社会，满怀政治情感的精神
也有很多具有历史担当的作家不胜枚举。从这些作家的人生际遇
当中获得启发学习，在风雨飘摇时期为国为民的精神锻造自己的
品格，是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进行课程思政的精神所在。在
此过程中，相关教师需要寻找合适的教学资源，有机地与课程教
学相结合，比如说鲁迅弃医从文，本质上是由于其民族责任感和
爱国情怀，鲁迅为改造国民性，开启了艰难的历程，《狂人日记》、

《阿Q正传》等作品无不贯穿着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潮。
3.2 形成共鸣，以文学情怀感动学生
文学作品的深入传播具有特殊的意义，能够揭示人心灵深处

复杂的心理变化，与人产生共鸣。如果无法从情感的角度打动学
生，开设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也无法达到很好的效果。文学的
作用在于提振人们的精神，是诉诸人们情感的艺术形式，而在课
程思政当中融入美的情感培育是当前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
最重要一点。只有实现对学生的情感熏陶和价值引领，才能达到
润物无声的效果，这样才能将美的情感融入人的内心。在所有文
学课程当中，现当代文学史教学活动在当代大学精神世界塑造方
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课教师需要逐步钻研、精心备课，通
过温情故事将三观教育融入到学生的内心当中。在教学的过程中
可以引导学生对一些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鉴赏，与文本时代作者
对话，让他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形成情感共振，同哭同笑，这样
学生可以在学习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达到情感共鸣，又可以
保持独立性，使学生的审美感悟和解读能力提升。比如说，对郭
沫若的凤凰涅槃所塑造的无限神奇的凤凰进行分析和思考时可以
获得一种开阔的心境，从丰富的想象中获取打破旧世界，创造新
世界的强烈感觉。

3.3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多种活动将思政知识有效
内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需要重视对学生的身心
体验进行优化，需要逐步对课程内容进行改革，以学生为中
心，逐步将行动建和理论结合起来，做到理论实践化、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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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化、思政隐形化，这样才能让学生成为心系国家、社会并有
时代担当的创新人才。在教学方法设计过程中，需要依照大学
生兴趣爱好广泛、思维能力强、活泼好动的特点逐步进行课堂
讲授，案例分析、情境创设、角色扮演，将各种教学活动有
机地融为一体，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在实践当
中，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通过灵活多样的方法，让学生在实践
当中体悟，同时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人生观、价值观，真正实
现思政知识的有效内化。比如说，在今年的新冠事件当中涌现
出如很多杰出的先进人物，可以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入《第76
天》。在《第 7 6 天》中，作者着力刻画武汉“封城”至解
禁76 天里的世情人心，面对疫情中国人民不屈的力量，各地人
民众志成城援助湖北的国家大义、同胞之情；写出了2020 年中
国抗疫这一国家伟大复兴道路上的艰难时段，以及这个时段里一
幕幕洪波涌起的历史大风云。这个文学作品将一段重大历史从生
活中打捞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对我们时代
的交代，可以在课程实践当中设置一些活动与这些先进人物的事
迹结合，分析这些英雄人物的心理特征，在此过程中对学生进
行思政教育，潜移默化地将思政教育内容抒发出来，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准确地把握思政教

育的方向。正如某评论家所说“站在时间的背面，历史正从庸
常的生活中呈现，平凡的事物被赋予意义，就像俯瞰山川地
理，看见那个拐向”。这不仅是作者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对我
们时代的交代。

4　结束语
在新时期，对高校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有机融入

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课程思政的结
合逐步使文学教育的课程更充实，丰富教学方法，加强教学模
式的创新，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实
践能力的同时，又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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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网络和信息，让课堂去充满活力，让课堂产生思想的

火花。高校学生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激发和培养是应该

去使用新型的“网络思政教育”体系，去形成一个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全新面貌，长久地去打造和提升学生们对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实践。

2.2 是“以学生为本”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的路径也

可以选择凭借“以学生为本”去开展对高校学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念的培育。首先，要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高

校学生当中的影响力和认可度。这就要求我国的高校对于学生思

政思想及价值培育的规律有一定的掌握，然后再推进相应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也就是说我国的高校应该要去把握大学生的心理

思路和想法特征来对其展开核心价值观念培育的教育活动，加强

高校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掌握程度，让他们传

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在开展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价值观的

实践教育放在第一位，实践出真知，理论只能作为实践的依据，

并不能作为思政教育的主题。一些学者指出，高校大学生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教育是根据“以人为本”的原则条例去开

展的，要联系并且去尊重大学生的实际日常生活，所开展的实践

教育活动要能够是学生得到身心的提升和充实，要能够使高校学

生明白肩上的使命和责任。最后，高校学生的价值观的培育还要

再向着生活的层面深层迈步，要十分充分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来，要渗透到学生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使其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应的高校在实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政培育工作时，要提高手段和方法，把观念

融入课堂、实践教学中来，努力达到更高的教育层次。

2.3提升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

运用

在当今的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念更好的融入到高校的思政课堂当中来，就必须能够将传统的中

国文化运用到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念中来。我国的优秀传统文

化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方面

具有十分明显有效的推动作用。一些相关知识的学者指出，我

国的高校在之前的历史当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优秀的教育方法和

模式，这些随着时间的积累和沉淀，都慢慢体现在了我国的传

统文化当中，即使是在今天，对于高校的教育来说依然具有十

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培育高校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

不二之选。但是就当下的形式而言，传统文化在高校学生的心

中并没有太大的分量，也很少有学生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所以要加大传统优秀文化在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当中的力度。

当下是一个网络的信息时代，将传统文化的实践利用新媒体

等网络手段引进到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养中来也不失为一个

好的选择，这样也开拓了新的实践教育路径，如果网络媒体成

为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教育工具，那么可以极大

地提高学生上课的兴趣，进而提升高校学生的核心价值素养。

高校大学生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去思考、去实践，从而有利于

他们掌握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2]。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进和融入到高校课堂的

思政教育中来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道路，

在未来高校学生便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主力军，

所以在当下要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让他们的综合

素质不断得到提升和发展，让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昌盛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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