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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大学写作教学中文化自信主题的嵌入方

法研究 

吴畏 
（贵州大学文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0） 

摘  要：大学写作是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开设的一门必修课，旨在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也是对中文学生进行素质

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承载着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在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怎样将文化自信的主题嵌入大学写作课程，怎样把这

些提升国人文化自信的经典材料融入写作教学? 论文就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大学写作教学中文化自信主题的嵌入方法进行研究，介绍

了笔者在教学中实施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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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

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一个民族的复兴，总是以文化的兴盛

为强大支撑；一个时代的进步，总是以文化的繁荣为鲜明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

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的前提就是要让中国人了解、熟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强调“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作为文化自信的“源”和“本”，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坚持文化发展应人民而需、为人民而

兴的原则，更加精准、更高质量地提高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水平。

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经典咏

流传》等节目热播，让国人多层次、多领域地了解、熟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内心认同、出自真心

喜爱，大大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 

怎样将文化自信的主题嵌入大学写作课程，怎样把这些提

升国人文化自信的经典材料融入写作教学?这是大学写作课程

思政应该好好研究的课题。 

写作能力是一个人重要的基础能力，它是思维、表达、学

识和逻辑等各方面素质的综合体现，也是新时代卓越人才所必

备的核心能力之一，写作能力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个人

的发展。现在大学写作课程的改革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

题，不少大学教师都在致力于大学写作课程的改革。经过多年

的摸索，我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文专业学生应用的、高效地提

升本科生写作水平的教学法，并按照课程思政的要求，将文化

自信的主题很好地嵌入了大学写作课程。现从教学内容和教学

形式两方面进行论述。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学习特点和发展需求，我将

写作课的内容和形式设计为三大板块：基础理论、主题写作和

习作讲评，文化自信主题的嵌入方法主要运用在主题写作板块。 

一、基础理论知识： 

基础理论学习的方法创新。因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大

学生们都有较好的写作基础和阅读能力，而选用的教材也将写

作知识梳理得很清楚，故此部分由教师出思考题，学生自学，

让学生自学后按照教师所出的思考题，写出读书笔记，将读书

笔记先进行寝室交流，再择优进行课堂发言交流。这样既节约

了上课时间，又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自学和治学习惯。将写作基

础理论知识作为阅读的材料和写作的素材，在夯实写作基础理

论知识的同时，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还提高了学生的

阅读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二、主题写作。 

将文化自信作为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内容，学生根据对中

华优秀文化的关注点开展沉浸式写作学习和创意写作，帮助学

生在实践中提升写作能力的同时提升了文化自信。 

（一）创意性改写嵌入文化自信主题。模仿《典籍里的中

国》的经典解读模式，对较冷僻的古典作品进行通俗化、生动

化、优质化改编，将红色文化小说改编成剧本。 

第一步是解读《典籍里的中国》构思的精妙之处，让学生

根据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关注点开展沉浸式写作学习。 

《典籍里的中国》是将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非

常成功的例子，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典籍里的中国》以

“文化访谈、戏剧表演、影视化“的表达方式，在叙事手法、

表达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升级，将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进行

艺术转化，全面系统地展现中华历史典籍之美。《典籍里的中国》

从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中甄选最值得讲述的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作

品，讲述典籍的主要内容、核心思想，以及与之有关的动人故

事，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挖掘、彰显典籍里蕴含的

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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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中国》在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交错的舞台上，

假设一位当代读书人引领观者穿越时空与古代的著书者进行古

今对话。在穿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中，学生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

到中华优秀文化一代代薪火相传，数千年传承不息。《典籍里的

中国》以一部典籍串联不同年代，不同人物为同一典籍发声，

非常出新出彩。这种全新精彩的表达方式深深地吸引学生又给

予学生许多的启迪，让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真诚热爱，感悟深

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关注点进行自由选择，

开展沉浸式写作学习。 

第二步是学习《典籍里的中国》对经典的解读模式，让学

生尝试创意写作，或对较冷僻的古典作品进行通俗化、生动化、

优质化改编，或将红色文化小说改编成剧本。 

《典籍里的中国》既有忠于历史的讲述，也有属于当代的

表达。那些古雅的文字中蕴藏的人生感悟、社会哲思，千百年

来浸润着国人。这些带着中国特质的睿智的人生感悟、社会哲

思在时间的长河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

文化基因。学生们通过观看、研讨，重温、学习这些带着中国

特质的睿智的人生感悟、社会哲思，对这些中国人心灵深处的

优秀的文化基因又进行了很好的植入和传承。《典籍里的中国》

这些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传播方式的创新，让人茅塞顿

开，思路大开，学生们可以模仿《典籍里的中国》对经典的解

读模式，尝试着进行创意写作，可以对较冷僻的古典作品进行

通俗化、生动化、优质化改编，也可以将红色文化小说改编成

剧本。也会用新颖的表现方式和鲜活灵动的语言对中国智慧、

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进行解读和传承，并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

然地将其转化、升华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二）崭新的情景式故事讲述嵌入文化自信主题。学习《舌

尖上的中国》的故事讲述法，与图片、视频相配合，写好、讲

好家乡故事。观看《舌尖上的中国》视频节目，收集相关图片、

制作相关视频写作介绍家乡，介绍家乡的文化的文章，并在班

级演讲。引进地方文化资源，让有地域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得

以创新性传承。 

《舌尖上的中国》是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又一成

功案例，可以作为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的材料。《舌尖上的中国》

以美食作为窗口，让海内外观众领略中华饮食之美，感受浓郁

醇厚的风土人情，进而感知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舌尖

上的中国》没有拘泥于美食，而是通过美食讲文化传承，让观

众品尝了生活的多种滋味，看到了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让观

众对浓郁醇厚的风土人情、温情的文化传统产生亲近感，形成

一种文化认同。《舌尖上的中国》还让观众从中国人对美食的热

爱中，品读到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

发展。 

《舌尖上的中国》怀着对食物的深厚感情，展示美食里面

的平凡人的生活，展示美味背后的广博自然，展示美味蕴含的

中国文化。 

学生们经过观摩学习，用类似的人文情怀、温情表达、独

特角度去介绍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文化。通过这一学习和创作，

让学生去关注传统文化、关注地域文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

的家乡有深入的了解，升腾起有根有基的温暖的家国情怀。 

在观摩《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学生们写出了介绍自己家

乡文化的优秀稿件，让来学生除了了解了祖国的历史文化，还

了解了国家今天的大发展、大变化。 

引进地方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传播体现地域特色，不仅

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唤起了学生做中国人

的自豪和骄傲，让学生明了对家乡振兴、民族复兴的责任与担

当。 

（三）沉浸式写作嵌入文化自信主题。把中华传统优秀文

化作为写作的背景材料，以如何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如何

增强文化自信为题引发班级的文化热点讨论，由班级讨论延伸

为沉浸式写作，将讨论写成文章。此法将写作和讨论联系在一

起，将文化展示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增强了文化自信。 

三、习作讲评。 

（一）互评互鉴。以寝室为单位，通过互评互鉴批改作文、

推荐作文。先由一个同学读自己的作文，其他的同学听后为其

写评语。同寝室的每个同学都在该同学的作文本上写出自己对

此作文的评语。最后推出一到两篇优秀作文，全寝室的同学帮

着修改，或者由全组同学在此基础上共同创作一篇优秀作文。

点评别人作文的过程就是自主学习的过程，这样既写好自己的

文章又点评别人的文章，学生的每一篇作文都得到了大家的关

注与点评，学习不再是单项的，而是双向的、多向的，同学间

互学互帮每一次写作和点评都能让学生有明显的进步。 

（二）课堂展示。将推出的优秀作文制作成 PPT 在课堂上

朗读，让班级里的全体同学和老师再次讨论、点评。这样既有

写作能力的训练，又有知识点的宣讲，还有朗读的训练、排版

的训练、收集图片资料的训练，这一系列的安排就做到了对学

生多项能力的全方位训练。 

（三）微信共享。其他作文没有被推出的同学，可以将自

己文章精彩的段落、好的材料发到微信群里供大家共同阅读、

讨论。修改完善后的优秀作文也需要发到同学群里，供大家阅

读欣赏。 

（四）制作作品集。学期末以班级为单位制作一本班级优

秀作品集和个人为单位制作一本个人作品集。作品集的名字由

自己命取，每本作品集都必须写前言(卷首语)、编制目录、配置

插图，并且将具有代表性的同学的评语附在作文后。 

这一板块不仅充分体现了学生写作的自觉性和相互促进作

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落实了写作训练的实效。

同时检验了学生自主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强化大学写

作课提升文化自信的功效。 

这一教改方案的实施让学生爱上写作，爱上中华优秀文化，

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 

作者简介：吴畏，贵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大学语文部主任，

1967 年 6 月出生，民族：汉，性别：女，籍贯：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