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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融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
张馨月

昆明文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在全国提倡“大思政”的课程改革背景下，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大学语文课程更应该

发挥课程自身的优势，着重考虑文化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融合，在课程教学中实现文化教育与品格培养的有效结合。本文通过

课堂教学实践，从教学策略、教学内容上进行相关改革实践，充分挖掘大学语文课程的思政功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

代价值认同结合，通过课堂任务，锻炼同学的集体意识、协作精神、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激活理论课程的课堂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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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在这个“大思政”的背景下就开始形成一种全新

的教育观——课程思政，它也成为推动高校课程学科建设与

改革的强动力。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将思想政治教育搬入每

一类课程，而是指在各类课程中“纳入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内容“。大学语文自身具备的基础性、人文

性、工具性使得语文课在融入思政教育时具有其他学科无法

比拟的优越性，它既注重对学生语文运用能力的培养，同时

也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课程本身丰富的人文内涵就要求学

生成为一个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本文结合民办本科院

校的课程实际、学生发展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教学策略等 3 方面进行改革实践，取得一定效果。

1 参照课时，修订教学大纲，保障教学效果

大学语文是一门基础性理论课程，会涉及到古今中外的

很多经典篇目，为了真正实现大学语文课程显性文化教育和

隐性素质教育的统一，在每学期限有的课时内，应当以课时

为参照来修订教学篇目，在模块教学的基础上再次精简篇

目，保障教学效果。

笔者所在的学校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是徐中玉、齐森华

主编的《大学语文（第十版）》，教材共划分为 12 个单元，

共 73篇作品，显然在每学期 64 个规定课时内是不可能完成

全部篇目的教学，一定需要对教材篇目进行精简。因此，在

设置教学模块的过程中，教研室会倾向于挑选那些思想教育

资源丰富，教育主题鲜明且被主流价值观认可的经典篇目，

如本学年教学大纲中的第一模块“仁者爱人“就只有由《樊迟、

仲弓问仁》、《原君》两篇文章构成，讲授的课时分别为 4

课时、2 课时。对于这些需要激发学生审美体验，可以从修

辞学、历史学进行补充拓展的篇目，我们会留足教学时间，

保证教学效果，从学期初就开始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化素质课

程学习习惯，慢慢地从表面地机械背诵转变为内部地理性思

考。因此，在以课程课时为参照系的基础上，结合教学目标，

本学年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被设定为 10 个模块，共 22 篇文

章。教学课时的保障，使得大学语文的教学不再是为了应付

考试的死记硬背、生搬硬套的抒情和支离破碎的解析，而是

以长期的素质教育为目标，带领学生正真地走入文本，与文

本产生共情，从而培养学生对宇宙、生命的思考观察能力，

开拓眼界，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2 结合央媒、热评，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

价值

能够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语文篇目，篇篇都是文化精

品，但是随着信息技术和多元文化的影响，学生的学习视角

不再是中规中矩，一板一眼，他们会通过各种信息平台去扩

展自己的眼界、认知，在快餐文化的影响下他们追求个性张

扬，求关注、求认可的心理需求更为强烈。因此，课堂上那

些耳熟能详的例子，已经不再能够激发当下学生的学习欲，

反而会消磨他们的学习兴趣。为了跟上学生与时俱进的学习

期待，任课教师应该多关注央视新闻及社会热点，通过筛选，

找到与教学内容的结合点，有效地将文化理论课转变成“实践

课“，去挖掘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当地价值，真正地让学生在课

堂上获得审美体验，从而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和独立

观察能力。

2020-2021上学期，在讲授鲁迅《论睁了眼看》这篇杂

文时，笔者就结合马保国事件，让同学们对“文艺与国民精神

“的关系进行了小组讨论，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2020 年 5

月一个自诩为“浑元形意太极掌门人“的马保国（69 岁），在

山东的一场民间武术比赛中，30 秒内被打倒 3次，比赛视频

迅速爆红。随后，他又在各种“鬼畜”的武术视频爆出雷人雷

语：“年轻人不讲武德搞偷袭”，“我劝他们好自为之（耗子尾

汁）”。他的这些视频立刻得到热转，瞬间成了顶流“网红”。

同学们在教室里嬉闹的时候也会不时地说到：“年轻人不讲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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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我劝你耗子尾汁”。于是在教学设计中，运用问题驱动法，

让一直在跟进持续爆红视频的同学们分小组讨论：文艺能够

移人性情，影响人的精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频繁出现

在公众视野中哗众取宠的大众表演呢？先让同学进行思考、

讨论，培养同学们的理想思考能力。最后以人民网的评论作

结：审丑不能没有底线！提醒同学们在刷网红视频、追流量

明星的时候仍应该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观察。在讲授李

白的《古风（其十九）》中，讲到李白遇见明星仙女，并描

绘仙女神态的句子时，提问同学：“李白见到过真正的神仙

吗？如果世上没有神仙，那谁规定神仙一定是长成人的模

样，而不是像动物，长个猪鼻子之类的？”慢慢引导同学，提

醒同学们对于虚构的事物，任何人都有自由可以对其进行艺

术塑造，而要塑造一个艺术形象，最重要的就是想象力。李

白就是一个想象力奇谲的人，所以我们读他的诗让人感觉飘

逸豪迈。因此，一个个性独立的人一定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

富的人，不会人云亦云。想象力是一种创造，而不是模仿。

课文最后，以“功夫熊猫”做总结，功夫是中国的，熊猫是中

国的，但是“功夫熊猫”是美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狂热地“哈

日漫”、“哈韩团”，提醒同学保持文化自信的一个有效途径就

是创新。对于课程理论的学习，如果只是拾人牙慧，不能灵

活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那无异于之上谈兵。

3 课堂与实践融合，创设良好的课堂情境。

大学语文教材选编的文章作者大部分都是实践检验真

理的进取者。根据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任课教师可以通过

课堂与实践融合的教学方式来实现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培

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和动手能力，促进学生能

力的提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的文化融入到课堂

实践中去，让学生通过文本创新践将文章改编成剧本，并将

其展演出来。教师要制定好考核激励机制，匹配相应的期末

考核标准，让每一位同学都参加到教学实践中来。首先，要

求班级里的同学每 6-8人为一小组，自行分配。在教学周第

6 周结束前，每组同学需要从教学大纲规定的篇目里选出小

组表演篇目，秉承“先选先得，篇目不重复”得原则，让每个

小组自由选定表演实践得篇目，用学期末最后的 4 个教学周

进行展演，不参与的同学期末没有实践分。在本学年上学期

的教学实践中，得分最高的 3 个小组表演的篇目分别是

《<老子>二章》、《五代史伶官传序》和《沈园二首》三篇。

表演《<老子>二章》的小组选取了一个典型的场景——老子

骑牛过函谷关，将文章主题的“和而不同”，《道德经》进行

了阐释和拓展，情节紧凑，阐释逻辑层次清晰，并为戏剧主

角动手制作了生动的道具。选择《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小组，

全组男生，大家积极利用剪辑软件和媒体资源，以宿舍为拍

摄场地，共分为两幕，将后唐主庄宗建国前的兢兢业业和建

国后宠幸伶官的荒淫无度进行了对比，并在视频中剪辑插入

漫画视频，将庄宗荒淫取乐时的歌舞场面、战死乱军中的悲

惨场面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让其他同学观看后体会到自

主学习、自主剪辑视频后，也可以变身”高大上“的剪辑小能

手。《沈园二首》是以角色反串的形式，从女性视角探究了

四十年至死不渝的爱情。所以，只要为同学们创设良好的课

堂情境，给同学们一定的创作实践空间，同学们一定会交出

一份令人惊喜的答卷。

学生表演自制道具展示如下图：

图 1 《老子》二章 图 2 《五代史伶官传序》

图 3《菉竹山房》

总之，大学语文课程的思政教育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

性，任课教师在“以文化人”的教学理念下应该根据本校学生

的特点，积极发挥自主创新精神，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等方面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语文的教学当中，“润物

无声”地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培养其能够理想思考能力和健

康向上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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