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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对策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策略。在现今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越来越兴盛，传统文学文化逐渐

落寞的今天，若想要提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有效性，丰富其课程内容，需要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通过增强老

师专业教学素养、多种课程结合，以及丰富教学手段等方法进行课程改革，以此提升教学效用，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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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各高校的扩招规模与
教学规模也随之增长，学校内与中文相关的专业越来越多。《中
国古代文学》作为我国传统中文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
教学形势下逐渐落寞，因此，为了提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的教学可行性，需要将课程改革提上日程，根据教学现状进行
分析探讨，以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开展提供更坚实的
保障。

一、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高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在
专业课程越来越多样性的今天，其课程开展开始面临越来越多
的困境，同时，由于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不断兴盛，我国的
传统文化逐渐被新一代的年轻人所遗忘，因此，为了传承我国
古代优秀的文学文化。因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并解决目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开展面临的困境，需要让《中国古代文学》
课程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以此提升课程有
效性，并传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

二、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开展面临的困境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课时缩减
在现今高校专业课程越来越多样性的形式下，为了让学生

能够接收到新的教育内容，缩短传统课程课时基本成为高等教
育界的共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目前正面临着课时
缩短的难度。虽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教学内容丰富、
教学历时长等教学特点，但是在压缩传统课程课时的呼声越来
越大的今天，其成为了高校中文专业压缩课时的主要对象，而
在这样的形式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开展越发困难，教
学内容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不利于学生学
习进步，因此，需要采取新的教学手段，研究新的教学方法，
改变这一教学困境 [1]。

2.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不高
在现今新媒体发展越来越好的今天，人们接受到的文化教

育越来越丰富，接触的新鲜事物也越来越多，因而导致现在大
多数的学生都对古代文学有疏离感，对古代文学没有清晰正确
的认识，所以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开展，普遍面临着学生学
习兴趣不高，对古代优秀文化的学习缺乏一定的理解力，不能
充分学习其教学内容。
受到娱乐媒体与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在人们大多都追求享

乐，急功近利，缺乏上进心，这一现象对学生也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影响，学生日常生活接触到的东西都离古代文学的内容较远，
因此，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总是会产生抗拒感，且由于古代文学

作品的内容语言表达方式与现在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所以学
生学习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难度，进而产生抗拒心理与畏难情绪。
其次，还存在部分学生不知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意
义何在的情况，因此，为了推动我国古代文学文化传承，需要
加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将《中
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2]。

三、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策略

    进行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
面入手：

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与教学

素养，使其能够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开展过程中，起到良
好的引导教学作用。教师的职业素养直接决定着课程教学质量，
若是老师能力不足，职业素养有所欠缺，就会导致学生课堂参
与度不高，无法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情况出现。因此，若
想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建设强大的
教师队伍，提升全体教师的教学素养与教学能力。
由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秦文学、魏晋

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明清文学等等内容，除此之外，还包
含专题选修课程，因此，若要保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
学质量，首先就需要老师具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并且具有极高
的专业素养，能够在开展《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时候侃侃而谈，
合理利用教学资源，并为学生讲述一些文学作品的文化背景与
社会背景，能够分辨教学资源真实性，以此保障《中国古代文学》
课程的有效性 [3]。同时，拥有足够专业素养的老师还能够结合
课程内容合理设计教学任务，凭借过硬的文学素养将《中国古
代文学》课程的知识内容由难化简，使其易于学生理解，并将
古代文学的文化魅力充分体现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多个课程相结合
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教学特点与教学优势，《中国古代

文学》作为必修课，其下设有很多的选修辅助课程，以此，为
了充分发挥其教学效用，充分发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
学价值，可以将其与其他课程相结合，将不同课程的教学特点
与教学优势进行融合，提升教学有效性，丰富学生课堂体验感 [4]。
若要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与其他课程相结合进行教学，

需要管理部门进行合理的课程设计，把握《中国古代文学》课
程与选修课程的教学特点，并尊重教学规律，以此提升《中国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用。

3.丰富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
在开展《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时候，老师需要在教学中

进行引导，充分发挥自身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并针对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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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性，老师
可以使用问答的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或者是制造有趣的，
具有争论性的课堂话题，引起学生讨论，让学生在讨论过程中，
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课堂，案例教学
的教学课堂不再是灌输式教学，而是变成了互动式的教学，既
能够提升课堂的教学有效性，又能够维护课堂的教学整体性，
有利于培养笃学慎思、独立思考人才 [7]。
例如，在讲《诗经》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为了提升《中

国古代文学》课堂的互动性，可以在课堂开始前，提出几个课
程相关问题，如“你们知道的《诗经》作品有哪些”，“《诗经》
反应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什么”，以此调动学生的思维，让学生
进行讨论，并适当给予学生一定的教学引导与教学点拨，让学
生明确学习重点。同时，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
思维，锻炼理解能力。
（3）课后引导教学
为了发挥案例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效用，提升

教学效率，不仅需要重视课堂授课，还需要将课后引导教学重
视起来。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学生在课堂中学习的知识总是会
有部分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因此，就需要老师及时进行课后
引导教学。老师课后引导可以通过批改作业，或者是与学生交
流的方式进行，在解决学生疑问的同时，培养师生感情 [8]。

四、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方法具有一定的多样性，
因此，需要老师结合现在的教育发展趋势，以及课程教学需要
进行改革，保证其教学改革有效性，以及教学改革与《中国古
代文学》教学的契合性，提升教学效率，避免出现盲目改革，
从而造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开展越来越困难的现象发生。
同时，《中国古代文学》需要承担起传承文化的作用，在教导
学生相关知识内容的时候，让学生拥有民族使命感，提升学生
的爱国意识与文化传承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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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与教学情况丰富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丰
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体验感，充分调动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在不断的引导教学过程中，
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与探索性学习，使得学生能够在学习过
程中养成自主学习思考的习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结合多媒体教学开展《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迎来了互

联网时代，因此，为了跟随时代发展趋势，在开展《中国古代
文学》课程的时候，可以结合多媒体进行教学，通过多媒体运
用，丰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体验感与教学资源，制作多
样性的教学课件，将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例如，老师可以制作
与本节课课程内容风格相符的教学 ppt，以更多的形式展现教学
内容，或者老师可以搜集相关视频与图片，在课上给学生播放，
营造轻松愉悦的而教学氛围，提升教学有效性 [5]。
除此之外，使用多媒体开展《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还能够

更清晰的将教学内容呈现出来，并有序开展教学内容，节省书
写板书的时间，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
多的讲述更多的教学内容，并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知识内容。
例如，在讲解《楚辞》的时候，老师可以先给学生展示能够反
映楚文化的图片或者视频，可以观看相关乐舞视频，或者将文
字与图片相结合，展示楚国的巫风习俗，让学生对其先有一定
的了解，然后再进行学习，以此提升学生的理解力，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并让学生学习更多相关内容，丰富学生的知识含量，
进而使得学生更轻易的走进楚辞中描写的世界，语气中文字产
生共鸣 [6]。
在制作《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课件的时候，可以尽量丰富

其中教学内容，但是需要避免课件内容过于繁复，主体偏离教
学内容的情况，以此保证老师能够熟练掌握课件内容，轻松的
开展《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并充分体现老师的教学个性。在
应用多媒体开展《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为了让学生能够适
应新的教学课堂，需要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结合，以此实现高
效过渡教学，并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索能力，营造轻松愉悦
的课堂。
（2）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为了调动学生参与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需要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