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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 
杨璐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530000）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设置历史久远，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教学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

文学史课程改革从理论上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具体到各个学校的教学实践，问题仍是层出不穷，改革之路漫长而艰巨。本文针

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所面临的改革困境，探究如何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更有效地实现知识能力提升与思政育人目标的双向协同效

应，发挥传统学科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古代文学，课程思政，“三结合”，“三融合”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内容博

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华最重要的介质之一，蕴含着丰富的人

文精神，具备天然的思政育人优势。然而，这门重要的课程长期以

来在改革的路上举步维艰，成效并不明显，面临的困境亟待解决，

例如很多学校，古代文学史课程的课时被消减，导致了该课程在有

限的课时内很难对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方面进行拓展，一般只抽取

一些经典名篇名家进行片段性解读，这就像撒落的珍珠没有一根贯

穿期间的线索，故而成不了完整漂亮的首饰，加之学生历史文化知

识比较贫乏，故而，很难达成古代文学史“赓续中华文脉，弘扬中

华文化”这一课程总目标。现结合本校具体情况，姑妄提出几点课

程改革措施和路径，以期达到“引玉”之效果。 

一、坚持“三结合”措施，破解传统教学困境 

（一）文史结合，互为映证  

文史结合即人们常说的“文史不分家”，这其实是一种治学方

法，曾经被一代代研究历史的学者所用，如梁启超、陈寅恪等，反

之，文学研究也有文史结合的传统，古典诗学很重视发掘作者及其

时代的历史信息，文史结合是一种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应用于教

学是有益的。文学作品的赏析无疑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每一个经典

的产生，除了作者超乎寻常的文学素养、语言能力之外，真挚的情

感最为关键。情不会凭空而来，它总是植根于具体的人、事、境。

作品是作者的“言”，生平经历是其“行”，在教学中结合该作品产

生的历史时代和出现的具体背景、事件以及作家的生平经历，要引

导学生学会听其言观其行，才能与作者精神相通，继而更深入地理

解作品的情感内涵，从而消除一般作品欣赏中容易产生的模糊感、

一知半解，或心有所感而口不能言的状态。例如对杜甫诗歌的教学，

应打破传统教学只注重诵读而忽视诗人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的做

法，尤其解读其具有“史诗”意味的作品时，更需要了解安史之乱

这一历史大事件给杜甫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的影响，这样才能

更好地让学生体会杜甫以一位底层读书人的如椽大笔写尽天下苍

生之苦难的淑世情怀，从而受到杜甫人格精神的熏陶，自觉提升自

我人格修养。 

（二）文学与文化结合，互相渗透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历史和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

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

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从定义中

不难看出，文化包含的方面非常广泛，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

的一种载体，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底蕴，也蕴含着古人的智慧。因此，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不仅要关照

历史语境，还要关照文化语境，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文化理念、内涵，

可使大学生深入掌握古代人文知识，并学以致用，应用于现实学习、

生活和工作当中。 

例如在第五编宋代文学和第六编辽西夏金元文学的教学中，先

介绍宋、辽、西夏、金元的经济文化政治背景，尤其是文化方面，

涉及到历史、地理、科学、书法、绘画、茶酒等其他学科知识。只

有在了解这些王朝的地理位置及更迭历史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

解宋“重文轻武”政策所带来的文化繁荣以及政权羸弱之下产生的

爱国诗篇，才能更深刻地体会陆游“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和辛

弃疾陈亮等“算世间哪有平分月”的愤慨。同理，在明代小说《金

瓶梅》的教学中，融入中晚明哲学知识、茶酒饮食文化、服饰文化

等，纠正大众读者视《金瓶梅》为“禁书”的猎奇心态，从而通过

这部“晚明百科全书”去了解晚明市井生活面貌和封建社会的黑暗

腐朽本质。 

（三）古代与当代的结合，建立源头到梢头的联系 

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学生的培养最终要落实到学生的实践

能力上，故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需重视文学与文化的源头和梢

头，追溯源头精神，实现梢头转化，也就是要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

实践意义和精神意义。课程教学中将古代文学作品内涵、先贤生活

态度、处事态度等与当代人文精神建立有效联系，让大学生通过古

代文学作品鉴赏，对生活、生命形成更加清楚地认知，从而提高大

学生综合素质。可将某些篇目所展示的场景与当代类似场景结合，

使学生在古今对比中更快速和深刻地掌握古代文学基础知识，厘清

文化传承的历程，增强文化自信。试以《诗经·桃夭》为例，诗歌

所描绘的场景可以看作是两千多年前的一次相亲会，再联系当今各

类相亲大会，两相对比，诗经时代的相亲贴近自然，青年男女活泼

大方，表达爱恋的方式直接淳朴，只需互相赠与随处可见的“桃李”

和“琼瑶”来表明心迹即可，相较现今以雄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

婚恋无疑是非常正向的价值引导。 

二、探索 “三融合”路径，挖掘思政育人元素 

“三融合”课程思政路径的目标，是在筑牢学生专业基础知识

的同时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和综合素养，在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同

时实现对学生品质的培养，使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从而以更加饱满的情绪态度面对各项学习任务，实现课程目标和思

政育人目标。 

（一） 课堂教学融入思政元素。 

课堂教学是实现课程目标最重要的过程和场域，因此，在课堂

教学中，注意挖掘思政教育元素，寓价值观引领于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实现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首先，

古代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家国情怀世代相承从未中断，对当代大学

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大有裨益，《诗经·秦风·无衣》的同仇敌忾保

家卫国的慷慨；屈原九死无悔上下求索的执着；杜甫歌哭天下忧国



理论探讨 

 306 

忧民的情怀；文天祥山河破碎不改丹心正气；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呼号······无一不闪耀着爱国主义的高亢旋律。其次，古

代文学蕴含着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

到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迷失在虚拟网络的世界里，不敢面对竞

争日益激烈的现实，封闭自我、心理脆弱、精神不振的现象较为普

遍。因此，课堂教学要注意挖掘作品中所蕴含的积极积极向上的思

政元素，培养学生志存高远、顽强拼搏、不负芳华的精神品质。例

如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体会孔子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

力上进；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远大理想；杜甫“致君尧

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责任担当。在讲授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等

贬谪失意诗词时，挖掘这些诗词中蕴含的积极人生态度，引导学生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从容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再次，课堂教学

中善于发掘中华传统美德元素。古代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人伦亲

情、友情、爱情美德，当今社会几乎每天都有偏离公序良俗的事发

生，难免对青年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课堂教

学中发挥古代文学优秀作品的教育、引导和塑造作用，引领学生树

立正确的亲情、友情、爱情婚姻观显得尤为重要。如《诗经·邶风·凯

风》里的母子骨肉至情；杜甫《月夜》和陈师道《别三子》等作品

中浓浓的父子至情，杜甫《月夜忆舍弟》和苏轼《水调歌头》中拳

拳兄弟情；关于爱情婚姻的篇章重点有《诗经》中的《关雎》《蒹

葭》《桃夭》《氓》；汉乐府中的《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芜》；

唐诗中元稹的《离思》、李商隐的《无题》、白居易的《长恨歌》；

宋词里李之仪的《卜算子》欧阳修的《生查子》，以及苏轼贺铸的

悼亡词；戏剧小说有《西厢记》《墙头马上》《红楼梦》等等，在讲

授这些篇目时，引导学生认识爱情婚姻的美好，明了爱情婚姻的责

任，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婚恋观，增强获得幸福的能力。 

（二）课程资源融入思政元素 

中国古代文学史作为古老的学科，课程资源相当丰富，但长期

以来，真正被利用到教学中的资源却因“权威化”而显得异常单一，

教材单一，作品选老旧，如果教师不积极去开拓课程资源，古代文

学这种传统课程很难与时俱进，适应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教

育，更不利于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的实现。作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师，

应该大胆大力地去开拓课程资源，原有教材、作品选、参考资料等

固然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但绝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除了这些资源，

要把有利于教学的资源都利用到教学中，不管是历史的，文化的，

还是哲学的，科学的，也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也

不管是物质的精神，只要善于去挖掘，都可以找到很好的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的开拓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实践能

力。首先，作品选读时，不囿于教材和作品选篇目，教师可以把有

利于思政育人的篇目补充到课堂赏析或课后自读任务中。例如分析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严监生的“吝啬”时，要纠正一直以来人们

对这个人物都持否定讽刺批判态度的偏见，让学生拓展阅读元杂剧

中的《看钱奴》剧本，两相比较，就会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应该去

批判的吝啬，什么是节约的美德，同时还可以联系当今社会大学生

网贷用于挥霍的现状，以古观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注意掌握吝

啬与节俭的度，处理好金钱与幸福的关系。其次，历史遗迹、名人

故居等物质资源都能作为教学资源利用，例如在讲到相对应的某位

作家作品时，可以组织学生去参观与其有关的古迹、故居等，这样

亲身去接触体验获得的人文精神远大于纯粹的说教。如讲到柳宗

元、黄庭坚、秦观等这些有寓桂经历且死于广西的诗词大家时，除

了介绍他们诗词成就外，还可以拓展介绍他们的寓桂政绩和思想个

性，在条件允许下组织学生参观他们的纪念馆或衣冠冢，感受他们

“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忧国忧民情怀，更好地将课程思政的任务落

到实处，这样的效果要远远大于课堂教学。 

总之，广泛开拓课程资源，既丰富了课堂内容，也丰富了课堂

载体，让学生增加了乐趣，拓展了知识，能近距离与古先贤“对话”，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来自古代经典和古代先贤的情感熏陶。需要注意

的是，课程资源的开拓要掌握好度，不能漫无边际毫无节制地开拓，

要紧紧围绕教学大纲的范畴，以教材中的文本为重点进行拓展。 

（三）考核评价体系融入思政元素。 

知识性的教学效果最直接最有效的体现非考试莫属，但课程思

政作为一种新兴的育人理念，其效果如何体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古代文学课程思政的考核评价方式要与时俱进与学生的学习能

力相一致，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的目的是学生的进步与发展。

因此，在考核评价过程中，应该遵循学生的发展规律，以潜移默化

逐渐渗入的方式，将古代文学知识与思政教育传递给学生，教师应

根据学生的发展情况对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做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从而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并将思想道德素质、理想人格气质灌

输与心，做到文化素养外化于形，思想教育内化于心。首先，知识

考核方面减少片段性琐碎常识的记忆类题目比重，增加材料分析

题、作品赏析写作题等主观性题型，强化学生对文本的阅读量，培

养学生经典的评鉴能力文学审美能力，从而使学生从经典中汲取古

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养分，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文化

自信。其次，在知识考核的基础上，把学生平时表现、创新项目、

研究成果、课外实践等内容，按照学生完成度的不同量化为综合考

核成绩，确保学生的实际学习成果得到科学公平的评价。例如可以

开展致敬先贤主题演讲、经典作品赏析写作比赛、古代文学作品编

演、校园诗词大会等活动，并把这些活动成果量化为考核内容纳入

期评总成绩。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凝

聚了古代先贤熠熠生辉的思想精华，哪怕跨越几千年，仍具有极高

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的重

要介质。在当今复杂形势下，相关教师应以课程思政理念为引领，

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教学设备，以全新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学习

古代文学的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领悟能力，

对古代先贤高尚情怀的仰慕，激发学生的树立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

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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