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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在多数高校当中覆盖面十分广泛，课程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也是十分众多的，与塑造

当下大学生的思想、文化价值有着紧密关系，也与课程思政改革有重要联系，因此高校老师应该在充分认

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本身的特殊功效的基础上，明确其与思政教育的密切联系，充分认识到中国现当

代文学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将思政理念融入到教学目标当中。在课堂之

中立足主流核心价值，回归历史语境，立德树人。改革课程考核标准，将思政要义引入课程考核当中。不

断推进课程思政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研究，培育学生家国情怀，加强思政教育，立德树人，培

育能够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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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在大学尤其是文科类专业

当中覆盖面是十分广泛的，其在提升大学生的文学素养，

树立精神追求，培育健全人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对于思政元素的引入，在实践当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部分高校老师仍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将思政元素引入到

教学实践当中的重要意义，在课程教授过程中只是进行简

单的知识点灌输，并没有引入过多的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

思想教育，加之中国现当代文化现象错综复杂，老师未能

进行有效的引导。由此便无法达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

务。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进行思政改革势在

必行，改革的力度也需要贯彻到教学实践的各个方面。 

1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
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大学文科类专业尤其是汉语

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等中文专业的基础主干课程，也是

新闻学、影视戏剧等文科类专业的重要必修或选修课程。

同时如今在大学里面，还会设有大学语文以及一些文学类

的选修课供感兴趣的学生来进行学习，这些所设的选修课

里面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往往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

此，基于它覆盖面广，内容较为繁多的特点，在教授学生

知识，培养学生品格，进行革命爱国主义等一系列的思政

教育方面也是格外重要的。另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内

容跨越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发展，这三

十年恰好处于中国思想文化激流突变的时代，课程内容思

潮更迭、流派众多、创作复杂、矛盾多元，在审美与评价

间复杂难辨，在教学中很容易出现非历史化、非价值化、

非审美化的倾向。因此，在课程实践教学中，更应该注意

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引导，让学生在这些错综纷

繁的文化现象中，准确地进行文化价值定位，找准自己的

思想核心主干，更好地塑造人的精神，培养出新时代能担

重任、担大任的中国好青年。因此，必须要将更多更正确

的思政元素融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实践当中，进

行课程思政改革。 
另外，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的课程当中，对于思政元素

的融入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高校老师不能够正确地认识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本身就是一门以增强人的文化素

养，锤炼人的思想品格为主要任务的课程，在课程教授过

程中，往往只是进行表面肤浅的知识点灌输，并没有针对

知识点进行思想文化的熏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学生

往往会在这些错综繁杂的文化现象中找不到何为正确的思

想。而有些老师只是简单地讲一下定义，以偏概全，对于

思想的信仰，只是要求学生这样做，而不是给学生讲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做，学生自然是不信服的。因此，对于当代

大学生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定要进行课程的思政改革，

将更多的思政元素以更好的方式融入到教学实践当中去，

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明确自身思想信仰。 

2  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将思政理念融入到教学目标
当中 

教学大纲是进行教学的前提和基础，高校要根据时代

发展以及培养人才的需要进行教学大纲的完善。当代部分

高校老师仍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当

中所蕴含的培养人的修养品行，立德树人的思想内涵，在

制定和执行教学大纲时，仍然照本宣读，躺在“老先生的

书斋里”自娱自乐，只顾自己沉迷于文学的世界中，完全

忽视了对于文学培养人、塑造人的思政作用的讲述，将中

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与时代发展相脱节，与培养新时代

中国优秀文艺工作者的目标相违背，学生的精神力没有得

到张扬，课程也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另外，对于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本身来讲，如若不能够更好地加

以引导，便容易在教学中出现脱离历史语境，脱离文化价

值，不注重美学价值的种种弊病，使得在教学实践当中出

现种种问题，学生便容易在只言片语中以偏概全整部历

史，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价值当中迷失自我，在审美扭曲的

时代中找不到自身的美学追求。如此一来，课程本身便也

失去了其该有的意义。因此，对于教学大纲的修订，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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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理念融入到教学目标当中，要坚持历史语境、文化价

值、注重审美的教学原则，使得课程学习和思政教学两者

相结合，让学生在体味作者思想及创作历程，把握现当代

文学流派、文化思潮的同时，学习到更多的思政元素，把

立德树人和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教学目标落实到位。 

3  课堂之中立足主流核心价值，回归历史语境，立
德树人 

课堂是进行教书育人的最重要的舞台，中国现当代文

学这门课程本身便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语境息息相关，教

师要将价值理想融入对文学史的讲述之中，进而深入抵达

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史与社会史。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

文化发展便在学习西方思想和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思

潮两者之间抉择，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运用作品来说话，

表明自己的文化态度、思想立场，如此，整个中国现当代

文学场上思想错综复杂、流派丛生，其中在经典之中不乏

存在诸多糟粕，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在当

时频频产生，崇洋媚外和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在当时也无

独有偶。因此要学习这门课程，要将更多的思政元素引入，

帮助学生在错综复杂的思想中找到真理，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念、文化观念。一方面老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离不开

一定的历史语境，一定要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当中去对于作

家、作品、文化思潮进行讲解、评析。另一方面，对于文

学本身来讲，其不仅拥有文学价值，还有历史价值、思想

价值、美学价值，老师在授课的过程中既要立足于文学其

多元价值，对于文学从多个层面进行剖析，又要牢牢把握

住主流价值观。既要帮助学生学习更多的历史知识，也要

引入更多的思政元素，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涵养品

格，锤炼思维，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例如，在讲授鲁迅的作品时，首先要将其放在新文化

运动的背景之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无数的仁人志士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都想要寻找到国家救亡图存之路，在

此过程中，有的学习西方，有的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

寻找养料，和而不同，有时不免针锋相对，激烈斗争，但

大家都是一心为国的仁人志士。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中

国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鲁迅便是其

中的一位战士，其文学作品不免受当时社会现状的影响，

他笔下刻画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中大多都是对于

社会现实和社会人群的剖析。接着要立足于文化的多元价

值，对于鲁迅的作品从多个方面进行剖析，在此过程中，

要牢牢把握住主流意识形态，联系知识目标与能力目标对

于同学们进行思政教育，可以讲解其不同于《新青年》同

仁们内心深处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这使他在激荡

的年代中保留一份平静，得以深刻地剖析人性，为国家而

作，为民众而作，“俯首甘为孺子牛”。在这种讲授的过程

中，既要将鲁迅的作品讲解清晰，也要在无形中为学生埋

下爱国的种子，帮助学生树立家国情怀，达到思政教学的

目的。 

4  改革课程考核标准，将思政要义引入课程考核当
中 

在教学实践当中，考核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其中十分

重要的环节。对于高校来讲，考核的成绩才是体现学生学

习效果的表现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在

课程思政背景下进行教学改革，改革考核标准势必成为其

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过去的教学实践当中，部分老师

认识不到思政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当中的重要性，

便对其马虎应付、草草了事，思政课程的教学流于形式，

考核自然也是流于表面，甚至直接当成非重点部分，在考

核中连占比都没有，由此以来，学生便对其不再重视，对

于国家大事的了解、自身思想观念、人格修养的塑造重视

程度都稍有欠缺。但是，将思政要义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

学课程考核当中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培育学生的家国情

怀，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现实

技能，培养好一批能担当起时代责任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完善考核机制，注

重考核形式的多样化，将考核内容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结

合时政热点，鼓励学生以历史的、美学的思想结合自己所

学习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的知识，重新思考当下的社

会现状、文化思潮，在自我思索当中探求真理，找寻自我

价值取向，成长为能够担当起时代责任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进行思政改

革是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事关国家培养人才，进行

精神文化建设，培育中国精神，塑造新一代青年的精神信

仰。因此必须要采取各种方式，千方百计地进行课程的改

革，在充分认识到思政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之

上，注重课程大纲的修订，在大纲中融入更多的思政元素；

注重课堂实践当中思政元素的融入，立足主流核心价值，

回归历史语境，将立德树人作为重要目标；改革课程考核

标准，将思政要义引入课程考核。由此在不断的探索实践

中，完善课程，融入更多思政元素，以便于培养出更多新

时代有理想、有信仰、有担当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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