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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大学文学教学中古典文学教学的开展路径
剡启超

新疆医科大学（雪莲山校区）语言文化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古典文学历史悠长，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优秀精神，以及特有的文学审美魅力，彰显我国几千

年华夏文明、灿烂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文化修养的最基础内容。大学语文教师要重视古典文学的教育价值与意义，立足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道德教育民族性原则，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古典文学的教育功能，应用弥足珍贵的古典文学，

对学生开展德育、美育等，启迪思维，传播中国声音，凝聚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信，从而引领大学生建立正确、高尚的价

值取向、道德情操等，顺利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优秀接班人和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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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文学在高校大学语文课程中融汇的价值意义

大学学生对专业学习比较重视，对语文学习相对轻视，

但语文是各门学科学习的基础，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未来职

业发展，具有重要基础作用。将古典文学融汇到大学语文教

学中，可以进一步丰富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内容

的生动性和吸引力，提高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既有

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健全人格，又有利于激发学生

语文学习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有效性。随着素质教育的不

断推进，如何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成为重要的课题。语文是

高校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培养学生人文与职业素养的重要

学科，对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古典文学教育的融汇，

能使学生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接受中华传统美德对心灵与精

神的洗礼，受先贤圣哲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对学生正确三观

的形成和良好思想修养的养成、增强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大学文学课程教学的开展路径

（一）挖掘传统文化精华

继承传统文化精华，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学中加强

思政教育重要指示的积极响应。作为文学课程的教师，应该

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尽力挖

掘出课程中蕴藏的文化精华，对学生进行生命意识和审美情

趣等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和强国志。

在“中国古典文学”课程中，可以用来对学生进行思政

教育的资源非常丰富。许多优秀作家，一生艰辛、坎坷，却

始终具有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始终不忘对国家的忠诚、对

民众的眷念。训：解相关内容时，教师除了围绕抒情性、表

述方式、文体特征、个性化等概念进行文本阐释外，更应该

突出表现其中的爱国主义元素。训解屈原《离骚》诗篇时，

就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了解屈原的爱国事迹，让学生深入理

解屈原作品中的爱国情怀。讲解杜甫时，让学生在课前预习

环节中对杜甫的生平遭际做深入了解，让学生找出自己最欣

赏的杜甫诗歌。课堂上，先让学生说一说自己喜欢这些诗句

的理由，再进行补充、总结。由于学生课前已经做了较为充

分的准备，上课时的发言就比较生动、精彩。学习白居易诗

歌时，强调了白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

现实关怀 ; 训解苏轼章节时，注重引导学生认识、学习苏轼

乐观旷达的精神。

实践证明，通过积极主动地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和个体品质得到了明显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

审美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

（二）优化教学策略

传统文学史中关于作者的生平、作品的产生、作品基本

思想等方面的知识，相对于具体作品而言，因为没有过多可

以讨论的内容，所以对学生来说往往枯燥、缺乏吸引力，课

堂上训解也往往耗时多，效果却不佳。在教学中适当使用微

课、慕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常规教学模式的不足。

教师制作的微课中，一定要给学生留有问题。这些问题

既可以是简单的知识性问题，如：“《屈原》的作品都有哪些 ?
《长恨歌》的作者是白居易还是李商隐 ?”也可以是较为复杂
的问题，如：“《诗经》中的诗，在当时有一个重要作用是以

其独特的感染力来教化士民，试以一首诗为例来说说这个特

点。后世哪些诗人的诗也特别注重教化 ? 试举一二例。”这样
的问题，不仅能拓展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而且也能使学生对古典诗歌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有更感性的认

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关注社会现实的意识。

（三）精心设置问题

为了加强对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课堂上必须给学生设
置一些具有引导性和延展性的问题。

例如，在训授《儒林外史》中周进贡院痛哭撞号板的可
笑场面后，教师可提问：“周进在贡院里面为何要痛哭着用
头去撞号板 ? 周进的行为是否只是让读者感到可笑 ? 你能否
从中看到作者讽刺艺术的特色 ?”通过提问，让学生认识到：
这瞬间的可笑也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而这也是内在悲剧性最强
烈的地方，能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作者敏锐地把人物的
瞬间行为与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巧妙结合在了一起，使讽刺
具有巨大的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通过设置具有一定深度的问
题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较好提高了学生的文学素养。

三、结语
总而言之，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领悟，能力以及学生人文素质的增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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