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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反思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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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举措，是专业课程拓展课程深度和延伸课程广度的有力抓手。在梳理中国

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应然性与实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育人模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外延与内涵二维度

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以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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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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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courses is a powerful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virtues，as well as a powerful tool to exp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college courses.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necessity and re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s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
porary literatur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al modes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urriculum and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se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denotative and connotative significances，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useful refer⁃
ence for the educational mod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
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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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几个相关概念的再析
（一）什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1917年 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义》在《新青

年》第 2卷第 5期上发表，从“八事”入手倡导文学改

良，成为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随后，作为

呼应和观点的拓展深化，1917年 2月时任新青年主

编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态

度更为明确地向旧道德和旧文学开战。两篇檄文

的刊发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开始，拉开了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序幕，1917年因而成为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起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全日制本科院校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中国现当代

文学以“银线穿珠”方式，以文学史为“山脉”，以具

体作家作品为“群峰”，期间穿插文学思潮、文学运

动、文学现象，擘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空长卷

图。中国现当代文学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

代文学两个部分，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上

部的现代文学部分和下部的当代文学部分，它具有

延续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该课程应用十分广泛，它

不仅是汉语言文学、国际汉语教育等专业的专业必

修课，还是新闻学、秘书学、艺术广告、影视戏剧、文

化产业等文科类专业的专业必修或专业选修课程，

同时也是高校普遍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大学语文的

主干内容。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中输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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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得到检索结果 2 578条（截至 2022年 10月），其中

学术期刊论文 1 878篇，学位论文 82篇（其中博士学

位论文 13篇），中文图书 14本。主要运用文献研究

法、文本细读法、大数据统计等方法，对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或作家作品进行解读，或从传播学角度、译

介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传播、影响研究。近

两年来随着国家对课程教育中思政育人的强调，从

2020年以来开始有了系统性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课程思政育人实践成效等方面的研究，并呈逐年上

升趋势。当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研

究，多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课程思政背景下中国

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策略等方面进

行分析研究，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为什么要融入

思政元素、怎样融入思政元素角度作探讨，其中的

列举主要以具体的作品中思政元素的怎样融入为

主。

（三）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辨析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本

质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思政课程是国家德

育育人体系中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课程，是落实“立

德树人”任务的关键课程，是显性的理论讲述。就

高校来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基

础与法律修养》《中国近代史纲要》均是必修课，四

门课程之间区别联系自成体系，共同完成对大学生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教育引

领任务。而课程思政不是一门课程，是现代课程的

一种教育理念。从某种形式上看，它是思政课程的

有益补充，是思政教育隐性的形式，也是落实全员

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三全育人”）必然要

求。2005年上海先后出台了《上海市学生民族精

神教育指导纲要》和《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

导纲要》（简称“两纲教育”）开始推进以“学科德

育”为核心理念的课程改革，这是后来课程思政理

念的孕育发轫，经过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和“上海教育综合改

革”两个阶段的深化发展，最终在 2016年由上海高

校首次明确提出“课程思政”概念，要求思政课程外

的所有课程均要在作好知识传授的同时做好价值

的引领教育。同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类课程要“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育人效应。虽然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在内涵外

延上都有所不同，但它们“育人”的指归却是一

样的。

二、应用型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

现状

（一）应用型办学定位的冲击

21世纪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一次重大的

调整。此次调整是世界高等教育持续扩张全球化

浪潮在中国的体现，是社会生产工业化水平不断提

升的必然结果，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终端

环节，必须培养更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人

才，这迫使高等教育由原来的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

化教育。国家高等教育的分类逐步形成了研究型

大学、应用型大学、技能型大学的分化，因此 2000年
以来，很多的非研究型地方专科学校，不得不进行

大规模的重组、合并，升级为地方性本科院校。这

些新建本科院校大多都以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为目

标，以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为其基本特征。这使得

文、史、哲等基础性人文学科受到了极大冲击，学科

地位也日渐边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政产学

研教育思路，要求实践性课程大幅增加，必然导致

理论课程的削减。中国现当代文学同样面临课时

削减的普遍性问题，相较于应用转型之前，中国现

当代文学被缩减了近一半的课时，学期由原来的两

年压缩到一年，学时由原来的每周 8学时调减为每

周 4学时，教学难度大为增加。地方本科院校的现

当代文学课程教育如何在应用型办学定位的要求

下，实现理论教育的深度与实践应用的效度的有效

平衡，有限学时知识点讲授的硬性需要与无形思政

教育的柔性引领之间有效融合，都是摆在我们面前

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学生价值观引导的迫切

当今世界，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依赖于对其国民

的价值观教育引领。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教育外延

有所不同，如美国强调国民精神和责任公民思想教

育，德国强调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民族精神教育，

日本强调对国民的公共服务精神培养，但价值观教

育的指归却是一致的，即国家主义、民族精神的培

养，服务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今天全球化的

冲击持续影响着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早在

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全球

化”就有了较为明确的思想认识，如今全球化已成

为不争的事实。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支撑下，不

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日趋紧密，与

之前的大学生相比，当代大学生更易受到多元化价

值观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领难度增

大。加之，大学生群体作为最活跃的社会群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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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心理和生理特点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尚处于形

成时期，具有不稳定、易受影响、可塑性强、接纳度

广等特点，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塑造仍旧迫切需要教

师指引指导，以影响其思想、矫正其行为、塑造其

精神。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现状

当前应用型高校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与

所有文科类课程一样，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面临

着两个方面共同性的困境。从教师的角度看，有两

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思想认识上的缺位，导致课

程思政的达成度不够。很多的任课教师对课程思

政的重要性认识还远远不够，认为思政教育应该由

思政教师、班主任或辅导员来做，而不是专业课程

教师，甚至一部分教师固守所谓精英教育立场，对

课程思政大加排斥，因而课程思政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是教学惯性导致课程思政融入不够。很

多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更注重对文学思潮、文艺

运动或具体作家作品知识点的讲授，有意无意忽略

了思政元素的有效引入，影响了思政育人效果。从

学生的角度看，功利化思想导致他们本身无法把更

多的心思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类专业课程的深

入学习中。他们更愿意“短平快”地去考取一些执

业证书，为自己将来入职社会作准备，因而通过对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作品沉心潜读而达到的思想

提升就无从谈起了。其次是他们从小学中学以来

养成的语文学习思维模式，导致了他们对文学类作

品认识的深度不够，没能完全实现由中小学阶段

字、词、句、章等技术层面问题的解决，提升到思想

的融会贯通、精神境界的拓展层面。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优势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具有时间、内容、形

式三个方面的天然优势。从时间上看，中国现当代

文学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萌芽于民族的自觉自

醒，在时间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壮大相应和。

新民主主义革命（1921年至 1949年）时期，鲁迅、茅

盾、周作人、朱自清、郭沫若、蒋光慈、臧克家、丁玲、

张天翼等作家，用他们的创作实绩推动了现代文学

的快速发展，围绕着反封建反压迫、抗日救亡、爱国

爱民等主题的创作，更是记录、抒写、回应了时代的

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至 1978
年），《红日》《林海雪原》《百合花》等一大批作品再

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军队的英勇，《山乡巨变》

《锻炼锻炼》《李双双》等作品记录了来自民间的社

会生活影像，《时间开始了》《奥斯威幸集中营的故

事》等作品记录新时代到来时知识分子的不同心态

等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至 2012年），“朦胧诗”“先锋小说”“第三代

诗”“文学‘寻根’”“新写实”等创作记录改革的阵痛

与破茧重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2012年
至今），《第七天》《群山之巅》《望春风》等作品记录

的新时期以来的时代精神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团结

带领广大人民克服万难取得胜利的奋斗史、辉煌

史。从内容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唯一开放的，

尚在延伸的文学，记录的内容是离我们最近的，学

生更容易认知同时也有更大的兴趣点去了解这一

时期的文学。从形式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拥有最

多数量的影像资料、数字资源，在课程思政教学中

可摆脱生硬、枯燥的说教式灌输，更易达到“润物无

声”的育人效果。

三、深化教学改革，内涵式提升课程育人能力

（一）着眼大历史观更新教学内容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教学中，为了应对闭

卷考核方式，教师们往往只重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作家作品作重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讲授相关的

文学思潮和创作演变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

目标，常常被写为了解什么的定义、认识什么的基

本特点，教学重点常常被写为了解什么时期农村题

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特色，教学难点

常常被写为认识一些代表作家和小说创作的特色

和文学史意义。可以看到知识层面的教学成了课

程的核心，老师讲学生听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

教学方法，教学的后置背景仅是就文学谈文学。亚

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文学作品是作者对

时代精神主观感受的物化呈现。我们往往可以在

文学艺术作品中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窥见

史书中所没有的时代生活细节和时代精神面貌。

回顾历史过去的一百年，我们遭受了国家蒙辱、人

民蒙难、文明蒙尘，其间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探索

出路、带领人民艰苦创业，国家从积贫积弱、民族从

内忧外患走向了国富民强、国泰民安，而这段历史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高度重合。可以说一部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民族发展史和

社会革命史。我们可以以大历史观为视角，引导学

生关注具体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引导学生正确地

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对未来做出科学合理的

判断。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新

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围绕《新青年》集结，在中国大地

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探索国家的出路。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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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思想理论的传播影响下，1919年 5月 4日北京

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名学生扛起爱国大旗，走上街头

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时至今日，“五四”

新文化运动虽已过去百年，但它留给我们这个国家

最重要的遗产就是，青年应当成为国家和民族命运

的自觉承担者。

（二）构建协同育人创新教学方法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课程，多元化的教学方

法有助于育人效果的提升。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课程，可以充分利用线上线下丰富的教学资源，延

伸课前课后教学内容，搭建校地协同育人机制等多

样化的方法，在无声无形中像盐融入水一样，“春风

化雨”式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课堂中，可以把

思政元素融入到互动讨论、探讨分析、小组讲述等

方法中，以交互式教学取代灌输式教学，提升课堂

活跃度提升育人效果。当前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

文学的传播方式实现了由“作品”到“影像”的跨越。

相较传统纸媒，现代大学生更易受电子媒体影响，

同时由于各科学业任务繁重，学生大量阅读较难实

现，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影像资源，通过新媒体

交互教学，在课前课后让学生观看影片作预习或延

伸式的教育。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的作

品，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那样与电影、电视等新

媒体技术有着广泛、深厚的融合。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上的很多作品都被搬上了银幕，既有公认的经典

作品如《阿Q正传》《家》《金粉世家》《边城》《骆驼祥

子》《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妻妾

成群》）《活着》《陈奂生上进》《平凡的世界》《人世

间》等作品，也有时下学生喜爱的网络作品《庆余

年》《那片星空那边海》《南方有乔木》等等，通过形

象的影视资源可以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有了

学习兴趣才能有学习的效果。比如，通过观看《边

城》可以引导学生追求人情人性的美好，通过观看

《骆驼祥子》引导学生认识到个体的成功，只有在我

们今天这个新时代才有实现的土壤，通过观看

《家》，可以从三兄弟的选择来引导学生认识到个人

理想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的重要性等等。另一方

面，教学中还可以充分发挥属地红色教育资源、历

史遗迹等的作用，结合文学史发展，开展生动的现

场教育，让学生在真实环境的体验中提升思想认

识。

（三）锁定学生需求优化教学设计

教学中应注重因材施教，注意观察学生特点，

尊重学生差异，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引导、差异

化培养。笔者通过随堂教学发现，目前汉语言文学

专业学生，在大一、大二年级对自己的专业兴趣、自

身的能力特点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多没有特别

清晰的认识和规划。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绝大多

数被安排在大一和大二阶段学习，这个阶段对培养

学生的自我认知至关重要。授课教师应多与学生

交流，了解并发现每一个学生特点和能力，帮助他

们规划职业发展方向。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抽问、课

间交流、课后作业等形式了解学生需求，对学生的

专业基础、学习能力、学习目标等作出基本的判断，

在普遍性教育基础上对部分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

教育。比如一部分同学对科学研究有一定的兴趣，

针对这类同学，可以着重培养他们科研意识以及创

新能力，将他们引入课题研究团队，鼓励指导他们

申报项目开展课题研究，指导他们撰写发表科研论

文。部分同学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为从事文职工作，

对于这部分同学可以通过布置小任务的方式，提升

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

教学辩论、讨论、展示中，以提升他们对文学的综合

运用能力。针对一部有创作热情的学生，以培养他

们阅读分析和写作能力为主，鼓励他们参加一些研

讨会，为其日后从事创作打基础。

四、聚焦认识技能，外延式拓展课程育人能力

（一）深化师生对课程思政重要性认识

思想决定意识，意识指挥行为。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是进一步做好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关键抓手，也是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

班人的重要环节。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让所有任课教师都挑起“思政担”，把所有课程都上

出“思政味”，积极探索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

人的“大思政”工作体系，让课程思政建设真正助力

青年增强志气、骨气、底气。要认识到教育不仅仅

只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于国家来说，它是要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于个体来看，教育不是一能一技的养成，

而是要培养个体有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的能力，培

养个体拥有独立思考和幸福生活的能力。教师要

站在国家发展、民族传承的高度看待和落实课程思

政，切实增强课程思政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学生要

站在全面发展、终身受益的角度，看待和接受课程

中思政元素的融入，不断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

度和温度，在潜移默化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情怀。

（二）涵养师德纯正师风夯实育人基石

课程思政的关键在教师。教师作为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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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双向主体之一，不仅是课堂的组织者、主导者、

实施者，也是学生群体除家长外最直接的言行参照

人，教师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作

为教师应涵养自身高尚师德师风，行身先示范、言

传身教之责。首先，教师涵养自身师德修养是社会

进步对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教师是社会文明的

传承者，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者。教育工作

者必须要加强师德修养，自觉增强职业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荣誉感，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伟大的精

神追求，做经师更要做人师。其次，教师涵养师德

修养是职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古代认为“上所

施，下所效也”是“教”，“养子使作善也”是“育”，也

就是说教师作为施教者应当通过“身教”来完成知

识的传达，为人为世原则的传递。“万世师表”孔子

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弟子弥众、影响深

广，所以如此用他自己的话来看，就是“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正人者先自正。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讲话用扣好“第一粒扣子”

来比喻教师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性。在北师大

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提出

“四有”要求，希望教育工作者皆成为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师者。再

次，教师涵养师德修养是学生健康成长需要。教育

不仅是知识的传授，也不单是文化的传递，是用人

格铸造人格，用心灵唤醒心灵的过程，是思想道德、

情感意志、知识技能的教化和启迪，只有在学识风

范、人格魅力上吸引学生、感染学生，才能为学生的

健康成长提供有益助力。

（三）强化学生课程思政知行合一能力

课程思政的成效在学生。所有教学的目的都

指向应用和实践，实践是检验学习成效的重要标

准。一方面，可以“以演促学”，用丰富的有针对性

的教学形式夯实课程思政。比如，可以针对现当代

文学中的一些作品开展话剧表演、小品剧目表演、

社团文化活动、诗歌朗诵等多种形式的互动教学，

在交流表演中唤起学生对作品深入了解的兴趣，并

润物无声地开展思政教育。例如在《雷雨》的表演

中除了进一步认识其艺术手法上对“三一律”的坚

持外，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造成繁漪、鲁侍萍、周

冲、周萍、四凤他们两代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从而更加珍惜我们现在弥足珍贵的生活。另一方

面，还可以“以赛促学”，在实践应用中培养学生的

能力，激发学生的潜能。例如，可以指导和鼓励学

生参加各级教学竞赛、文本创作比赛、“经典诵写

读”大赛、“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等科学研究项

目，通过以赛带训，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六、结语

课程思政是当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要

求，是全员育人、全方位育、全过程育人的必然要

求。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必修课以及文科类专业的专业必修或专业选修课

程，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范围，通过有效的载体搭

建、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能极大提升该门课程的

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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