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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探讨 
——以《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为例* 

安丽荣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目前，“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面临机遇与挑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深刻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

教育纳入专业课中，改变传统教育模式，提高教育质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对于《古代汉语》课程而言，我们认为主要

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建设：一是充分选择、利用优质网络资源，灵活应用新媒体资源；二是在翻转课堂中充分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占主体地位，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并能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达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目的，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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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易观国际董事长于扬在 2012 年最先提出“互联网+”理念，腾

讯公司董事长马化腾在 2015 年全国“两会”提交了“互联网+”经

济相关议案，李克强总理随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互联网+”由此加速助力推动生成新的社会发展生态。
[1]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跨界融合，既可

以实现传统教育所关注的规模，又可以实现优质教育所关注的个性

化，从而解决教育中“规模和质量”无法同时兼顾的永恒矛盾。[2]

我们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这就要求教育要培养出创新

型、个性化和国际化的人才。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向《古代汉语》教学提供了

新思路和新素材，同时对教师的要求也提高了，如何将网络资源与

课程内容中的思想政治元素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提高教学成效的根

本所在。高校课程思政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

念，通过构建高校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挖

掘出来，达到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育人的效果，从而培养

政治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这个理念与高校整体教育理

念是不谋而合的，我们高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

才，学生毕业后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课程思政则是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素材呈现多元化趋势，

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这就使可能获得的素材变多了，如何利用好这

些材料，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由互联网衍生

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元宇

宙”也已步入我们的视野，由此也会对我们的高等教育提出更高的

要求。要求高等教育要培养出适应并引领社会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新技术将我们的课堂变得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课堂对真实环境的模拟将变得更加容易，学生的代入感也会增强，

对传统文化的体会也会更深刻。 

《古代汉语》课程是大学本科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

课之一，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利用已经掌握的古代汉语知识

阅读古籍的能力，从而达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深刻挖掘用古代汉语记录的古代文献中的思政元素，这是课程思政

的第一步，如何挖掘古代汉语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如何利用计算机

新技术将这些思政元素隐性贯穿在课程教学中？既不能生搬硬套，

又不能上得跟思想政治课一样。这就要求我们要采用学生喜闻乐见

的方式，使学生全身心沉浸在所学的内容之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学生能在学习中体会到乐趣，这将是我们教师始终要追求的教育目

标。 

二、如何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挖掘古代汉语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我们认为总的原则就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这些都为我们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提

供了根本遵循。如何挖掘《古代汉语》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我们认

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仔细研读《古代汉语》教材中涉及到的古代文献，读懂

吃透。《古代汉语》课程设计为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主要选择历史

散文和诸子散文，它们代表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如《左传》《战

国策》《论语》《礼记》《孟子》等。第二学期则是秦以后的史书或

议论文为主，如《史记》《汉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教材中

只是选取了某一部作品中的某一个片段，仅仅读课本无法了解全

貌，也不能全面理解课本中选取的内容。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将作

品的全部内容通读一遍，读懂吃透。如课本上只选取了《史记》中

的《淮阴侯列》，教师除了读这一篇外，还要精读《史记》的全部

内容，了解司马迁，在精讲和品读作品时才能做到知人论世，选取

的并非整本书作为教师首先要熟读这些经典，对经典的全部内容都

要非常熟悉，读懂吃透，有利于对教材所选取的某一片段有更全面

的认识和理解，精准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只有对文本的

内容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精准地提取思政元素。 

（二）同一篇文章，只提取一个思政元素。《古代汉语》课程

中选取的每篇文章可以从多个角度挖掘多个思政元素，我们认为在

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时候，不宜提取过多，一篇文章只提取一个思

政元素，否则学生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挖掘多个主题，由

于受到教学学时的影响，在教学深度上就会流于肤浅。根据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挖掘每篇课文中的一个思政元素，这些思政元

素共同组合成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因此，这些挖掘出的思政元

素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体现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的内容。 

从个人维度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如《晋灵公不君》里的赵盾，

他非常敬业。这可以从要杀赵盾的力士麑眼中看到，“晨往，寝

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可以看出，赵盾是非常敬

业的。敬业是表现形式，其本质就是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都源

自于他对自己国家热爱之情，在文章中还表现在敢于直言不讳冒着

生命危险去进谏晋灵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具有跨时代的同一性，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本质是相通的，都体

现了个体对国家深厚而朴素的感情。对于大学生而言，就是要努力

学习知识，增长本领，能够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另外，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出土文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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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教材中选取的文章，利用出土文献认识我们的汉字发展史，如可

以结合敦煌文献中的用字情况认识简化字的来源，大部分简化字都

是渊源有自的。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阶段到隶

书、楷书等今文字阶段，体会每一个汉字的历史，从而培养学生对

汉字的热爱之情，培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 

三、如何将挖掘出的思政元素融入课程设计 
《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挖掘出来后，如何将思政

元素融入课程设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既不能生硬说教，

也不能脱离《古代汉语》课程所教授的内容，思政元素与所讲授的

内容水乳交融，有机结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达到课

程思政的隐性教育目的。迎接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第三次浪潮。为

达到这个教学目的，我们认为要做到如下两点： 

（一）网络资源。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它不同于传统的广播、

电视、报纸等，利用新媒体，如抖音、哔哩哔哩网站、小红书、微

博、知乎等，找到合适的资源，让它们为我所用。 

在讲到赵盾的忠君爱国的时候，可以扩展阅读《史记·刺客列

传》，在网络上找到合适的影视剧，请学生先观看与要讲的内容相

关的影视剧片段。事实证明，学生观看影视剧的时候注意力非常集

中，效果很好。然后再讲解文本。对司马迁笔下所描写的豫让的忠

君思想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

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

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

“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

为涕泣。[3]  

学生通过观看《刺客列传》电视剧中的以上片段内容，对《史

记·刺客列传》中豫让的性格就能理解得很深刻，学生在看到豫让

自杀的时候，唏嘘不已。此时无声胜有声，爱国主义就这样潜移默

化地进入到了学生的心田。 

（二）翻转课堂。翻转课堂最早不是中国人提出的,但是早在 2

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将这种教学理念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了。2007

年美国翻转课堂的早期研究和实践者 Bergmann&Sams（2014）尝试

将录制好的课堂教学视频上传到网络上，来解决那些由于各种原因

错过课程或跟不上进度的学生补课的问题。[4] 

翻转课堂所利用的网络课堂和微课视频都是为此教学设计服

务的，以期达到最大化教学效果和最优化教学时间。翻转课堂在提

到教学活动中以学生为主体时，可能会有一种误会，认为这种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实这是对我国教育的一

种误解。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在教学实践中将学生作为主体的

就是大教育家孔子。在《论语》中经常可以看到孔子作为老师请学

生发言的场面。孔子老师提出一个论题，学生们围绕这个论题展开

讨论。如《论语·公冶长》：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

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

“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 

实践翻转课堂理念的《古代汉语》课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我认为请学生编写情景剧，分小组作

业，请同学讲解课文、扩展阅读等都能达到翻转课堂的目的。教师

要求学生将文章中的思政元素挖掘出来，并且表现出来。这些教学

活动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将被动接受变为积极主动学习，学习

效果与教师单独讲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样就可以实现大班授课

的个性化教育，从而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这些课堂互动模式与方法上的创新，是单一面授式到综合体验

式教学转变，通过课堂讨论，构拟历史场景等，使学生从被动接受

到主动探究学习的改变。学生在讨论中的个性化发言，也使得学生

从共性化教学到个性化教学的转变。教师也会通过了解学生线上基

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决定线下补救或补偿拓展式训练。 

课程平台能够提供各种教学服务，如 MOOC、爱课程、智慧树、

雨课堂等平台，这些既提供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同时又提供了不同

的教学服务。课程服务都做得非常好，各有特色。教师可以从这些

平台看到学生的预习情况、难点等信息，要求学生先在网上上课，

网上上课合格后才能上线下课程。而线下课程的主要任务时解决重

点和难点问题，阅读相关文献，拓展深入，然后将要掌握的重点内

容做成题库，在题库中选取学生需要训练的试题。 

在布置学习任务时就融入思政元素，我们现在的学生是通过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获得新知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现

有知识和过去知识的互动，新知识随即产生。温故而知新，就是能

从已经掌握的旧有知识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发表，是旧知

识的延长线，是以旧知识为基础的新收获，能从旧有知识得到新知

识。这里也与建构主义的主张如出一辙。学生能以旧知新就可以不

用老师教了，学生就能做别人的老师了。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只要能创新理念与总体思路，利用网络资

源时，要有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思政引领，通专融合、以

生为本、立体互动，将思政元素融入《古代汉语》课程中。现在的

翻转课堂教学得益于视频同步和网络评价系统技术的发展，网络教

学技术和微课视频技术的发展。翻转课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模

式。我们的作业和基础知识的掌握在网络上，而知识的应用和创新

则是在课堂上应该做的事情。教学管理平台可以为教师提供一个虚

拟的课堂环境，承担了教师的一部分任务。 

四、结语 
我们的课程思政建设始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上好每

一堂《古代汉语》课的基础上逐渐推进。通过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增

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真

正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时，我们教

师要充分利用优质的网络资源，转变教育观念，从标准化教育转变

为个性化教育，在翻转课堂上成为课程的设计者和服务者，成为泛

在学习时代的优秀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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