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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三融，量质同行”的英美文学课程改革与实践
——以萍乡学院为例

肖　芳

（萍乡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萍乡　337000）

【摘　要】英美文学课程在当前遇到一系列困境，这些问题有的是课程固有矛盾造成的，有些是课程授课

模式和内容僵化造成的。萍乡学院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课程教研组开展“一本三融，量质同行”的英美文学课

程改革与实践，以提升学生的阅读量为根本，在授课中融入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三观塑造

三方面内容，以达到量质同行的课程改革效果，为课程的教学与改革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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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必修课，其授课

内容一般包括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和美国文学史及

作品选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非英语专

业学生英语水平的逐步提高，英语专业的地位不断受

到冲击。作为英语专业核心课程的英美文学课程由于

难度大且不以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为直接教学目标，

课程越来越没有吸引力，甚至被不少英语专业学生认

为是最没有用的课程之一。为了纠正这种不正确的认

知，提高课程吸引力，达成课程设计初衷，授课教师

和相关专家做了不少有益研究与尝试。总的来说，这

些研究与实践主要从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这两个方面

着手。基于授课内容的改革主要包括在授课中引入文

学批评理论、加入课程思政内容、或者强调文学作品

的“整本阅读”，而教学方法的方面的改革则更为热闹，

包括翻转课堂、引入慕课以及最近热门的 AI 辅助教学

等。这些研究、实践为课程注入了活力，让学生感到

耳目一新，也拓宽了教学研究的疆界，让教师的教研

活动“有章可循”。

英美文学课程是一门建立在阅读上的课程，没有

学生的阅读体验，课程必然会流于“文学发展史 + 作

家小传 + 作品简介”的粗浅形式，完全达不到课程的

教学目标。为了切实提升学生的文学作品阅读量，吸

引学生深入参与课堂，我校开展了“一本三融，量质

同行”的英美文学课程改革与实践活动。

本实践研究以课程当前所面临的难度大、课时少、

不够接地气的现实困境为导向，改变传统英美文学课

程“文学史 + 文学作品”简介的授课模式，将学生文

学作品阅读“量”的提升作为课题研究的根“本”，

在切实提升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的前提下，在授课中

融入“三”方面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社会主

义建设成就和“三观”塑造，为当前的英美文学课程

带来“质”的改变，以达到英美文学课程“量质同行”

的建设效果。具体来说，就是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

监测、检测学生的阅读行为以提升学生的文学作品阅

读量，达成英美文学课程的设计初衷和教学目标；在

作品阐释中将文学现实与当前社会现实相关照，让课

程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在课程中融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提升学生理解当代中国

的能力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在作品作家介绍、解

读中，引导学生感知作家的勤学奋斗经历、他们对社

会变革的关注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引导学生反

思自身与他人、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三观”。

用“课后读，课前测，课中分享”提升学生的文

学作品阅读量。以英国文学教学为例，教研组教师事

先参考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大学英语四、六级分数、

英语专业四级分数和专业课程成绩为参照对象），筛

选出匹配学生实际英语阅读水平的英国文学作品作为

授课内容（小说 2 部：《鲁滨逊漂流记》和《傲慢与

偏见》；诗歌 8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 18》、《乡

村墓园哀歌》、《扫烟囱的人》、《我似一朵孤独的

云漫游》、《唐璜》、《西风颂》、《希腊古瓮颂》、

《我的先公爵夫人》；散文 2篇：《一个卑微的建议》、

《穷亲戚》；剧本 2 个：《威尼斯商人》、《华沃夫

人的职业》）。教师提前利用“自建课程平台”下达

阅读任务（一般提前2-3周，小说的阅读任务会提前5-6

周下达）。每次课堂教学内的前十分钟，教师利用“雨

课堂”检测学生阅读任务完成情况，并当场公布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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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以“一课一测”的方式“倒逼”学生完成阅读

任务。“一课一测”一般为 5-10 个单项选择题，考查

内容为作品细节，满分 100 分，成绩计入学生的平时

成绩中。

“阅读分享”活动一般放在课堂教学结束前 15分

钟进行，要求学生用英语向全班介绍他（她）最喜欢

的中国作家（作品）。分享内容包括作家经历、作品

概览、最喜欢的作品主要内容、风格、主题，以及喜

欢的原因。分享者需阅读大量中文作品和资料，准备

好全英文PPT，然后用英语当众介绍作家的基本情况、

分析作品主题、评价作品内涵。分享结束后，教师当

场从“四度”（内容广度、分析深度、评价准确度、

语言流畅度）对学生进行点评。“课后读，课前测，

课中分享”形成闭环，保证学生在一个学年的教学周

期内完成至少 2 部完整的英美小说、18 首英语诗歌、

2 篇英语散文、2 个英语戏剧，以及相当数量的中国文

学作品（资料）的阅读。课堂授课基本按照以下环节

进行 (以 90 分钟一次课为例 )：

用“三关照”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助力新时期高等

教育“立德树人”任务的落实。讲好中国故事，首先

需要系统性全面而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

在当前的英美文学课程思政改革潮流中，思政元素被

简单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社会

主义建设成就基本被忽略了。英语专业学生是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的排头兵，绝不能在向世界介绍社会主

义的中国和现代化的中国时变成“失语症”患者。英

美文学课程信息量大，蕴含着极为肥沃的课程思政土

壤。以美国文学为例，真正的美国文学崛起于美国脱

离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富

兰克林、潘恩、杰斐逊等都以文字为武器在殖民主义

压迫中寻找民族和国家的出路，而这正是早期共产党

人李大钊、毛泽东等以笔为武器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

中国寻找出路的写照。利用文学史的“互文”，将中

国共产党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融入到英美文学

的教学中，不仅能够打开英美文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新

局面，更能帮助学生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帮助他们

讲好“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优秀的作家

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中创作，而优秀的文学

作品总是反映其作者对其所处时代的个人解读。教师

在引导学生解读文学作品时，需紧扣时代特征进行解

读。在本实践研究中，教师引导学生去发掘作品中的

社会现实和历史潮流，并以此为契机引导学生关注我

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而不是沉浸于“象牙塔”，对祖国建设、社会发展和

人民福祉漠不关心。用英美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现

实关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引导学生关心、关注

我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用英美文学中涉及的历史变迁关照中国共

产党革命史，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提升

他们讲好可敬、可爱、可信的中国故事的能力；用经

典作家的勤学、奋斗以及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关

照学生的个人成长，引导学生珍爱生命，突破局限，

勇当大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积极的“三观”。

为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授课教

师积极将线下课堂向线上课堂延伸。课程改革小组建

设了基于“超星学习通”的在线课程。在线课程一共

包含五大模块：授课音视频模块、拓展阅读模块、练

习检测模块、话题讨论模块和名著名片欣赏模块。授

课音视频模块提供课程精讲视频（每个 15 分钟左右）

和授课实况录像（每个 45 分钟左右），方便学生进行

课前自学和课后复习；拓展阅读模块提供有关授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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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双语阅读材料，既包括英文小说和剧本的全文，

还包括基于授课内容的作家经历作品和相关期刊文献

等资料，这些资料能帮助学生更深刻、准确地理解作

家经历、文学批评理论和熟悉学术论文的结构、语言

特点；练习检测模块提供课前导读练习和课后练习题，

题型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和论述题；

话题讨论模块为师生自由发言区，教师根据授课内容

提出讨论话题，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授课内容、教师

授课方式等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话题分享模块非强

制性任务模块，教师不定期发言，学生则自由分享，

是师生互动和增进相互了解、收集学生诉求的重要平

台；名著名片欣赏模块提供基于英美文学名著改编的

电影或者纪录片等，还包括介绍中国文学、文化的电

影和视频资料。截止到目前为止，“英美文学在线课程”

访问量达 723824 人次，累计互动次数 1544 次，已经

成为线下教学的有力支撑，受到学生的喜爱。

课程改革后，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课程参与度明

显改观，对阅读的兴趣明显提升。有学生留言道：“不

知不觉上英美文学课已经两个学期了，每次上文学课

都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每上一次都觉得自己是个文盲，

这就是平时读书少吧！因为书上的大部分作家都是之

前完全没有了解过的，因此在这两个学期的学习过后，

自己对那些作家和作品都有部分了解，还对近代的历

史知识进行了巩固，每次课上分享也让我对国内的那

些作家和诗人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打破了我对部分作

家的常规印象，这让我受益匪浅……刚开始上文学课

的时候，觉得老师特别严格，后来时间久了，越来越

觉得文学课有意思，我很喜欢这样的课堂，在文学课

上能让我们认识到不同的人，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作

品中可以学到不一样的知识，每次课都有收获……”。

教学相长，学生的转变和鼓励成为教师开展教学和科

研的动力。后期课程组教师成功申报省级科研课题 1

个、发表教研论文 5 篇、申报教学质量工程 3 个。教

师在授课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

实践中成长、进步，教与学形成良好循环。

本实践研究始终以专业教学为圆心，以学生文学

作品阅读量的提升为“本”，融入中国共产党革命史、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三观”塑造，为课程带来“质”

的转变，以达到“量质同行”的课程改革效果，在给

传统课程注入时代活力的同时，保证专业教育的深度

与育人方向。当前，英美文学课程改革研究大多忽视

课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如课程难度大、课时不足、

内容曲高和寡等。课程改革须依托课程本身，脱离专

业教学，任何课程改革注定会成为“无源之水”。本

次教改实践以课程面临的最大痛点——文学作品阅读

问题为切入点，选择难度适宜、具有现实关照性的经

典英美文学作品为授课内容，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

教学效率，并将课堂延伸到课外，为课程增时增效。

在当前文科普遍式微的大环境下，课程组教师始

终从课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学生的诉求为

课程改革的出发点，以提升学生阅读量为课程改革的

圆心，在教学活动中融入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社会主

义建设成就和“三观”塑造，以接地气的作家介绍、

作品解读和耳目一新的授课方式给学生传递正能量，

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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