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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当代文学史》因其文学性、历史性、社会政治性而内蕴着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结合《中国当代

文学史》课程特点推动专业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十分必要。在教学内容上，要以专业知识为内核，充分挖

掘课程内容的思政元素，强化育人意识；在教学方法上，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创新教学模式，将理论
讲授与行动实践统一起来，以能力培养为路径；在教学目标上，要结合时政，强化思政教育导向，彰显

价值塑造。新时代高校《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改革可为地方政策提供智力支持，更好地培养高校

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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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has literariness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socio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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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t rich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we should tak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the core, fully tap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content, and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teaching method, we should insist on taking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innovate the teaching 
mode, unite theory teaching with action practice, and take ability training as the path. In term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we should combine current politics,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orientation, and highlight value shap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ourse in the new era can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local 
policies, and better train college students to becom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beauty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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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要的专业必修课，亦是人文社科多个相关专业的

基础选修课。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为指导精神，立足新时代高校转型背

景下，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特点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十分必要。《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无

论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革命经典小说、诗歌和戏剧，还是文革十年期间的经典文学样式——革命样板

戏，亦或新时期以来高扬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

神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课程思政改革探究，不仅将有效提

升思政教育的影响力和实效性，扩大思政教育的辐射面和覆盖面，还将能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融于思政教

育，让思政教育充满人文情怀，更有利于课程思政的开展和实践。 

2. 以专业知识为内核，挖掘思政元素，强化育人意识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亦是各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课程思政的纲领性文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后，高校专业课程如何开展课程思政成为教育界热议的议题。那究竟何为“课程思政”？《纲要》指出：

“要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

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1]因此，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 + 思政”，而是

一种新的课程观，是将课程的专业知识与思政有机融合，建构新的课程的一种理念[2]。课程思政要求专

业课的讲授要以专业知识为内核，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强化育人意识。中国当代文学自第一次文代会

拉开序幕开始，一方面，它深刻参与并建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它也深受中国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与规约。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讲授，应

以其文学性、历史性的专业知识为内核，围绕其社会政治性深挖其蕴含的思政元素，达到课程思政的育

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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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要重新修订教学大纲，在教学目标中融入思政元素。首先，在开启具体作家作品的讲授

前，应当从文学史整体性出发，安排两课时的概述，在课程目标中融入“社会史”“思想史”的认识，

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为主题，系统概述中国当代文学自 1949 年至今的发展历程。中

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通常为十七年文学(1949~1966)、文革文学(1966~1976)、新时期文学(1977~1999)、
新世纪文学(2000~今)。从“十七年”时期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一系列红色经典到文革十年期间

以“八大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样板戏，再到新时期以来以汪曾祺、路遥、张承志、梁晓声、

贾平凹等为代表的深切关注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生动呈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它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的奋斗史，也彰显了不同时代中国人民的家国情怀与

现实忧思。在讲清楚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后，从文学性、“人”的文学、社会政治性三个方面总结

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特征，以期达到让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

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3]以及贯穿于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即“人”的观念的

理解，进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整体认知，以此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

当代文学的历史演进。其次，在讲具体文学作品时，应回归历史现实，立足文学价值，引入思政视角，

阐释作品的审美意义。十七年文学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文学秩序与规范的重构时期，对这一时期

文学的讲解，要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解析视角，以分析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美学实践为中心，借力思

政元素阐释作品的意义生成与时代价值。如柳青的《创业史》，小说反映的是彼时的重大事件——社会

主义事业中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对这一运动提供合法性解释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首

要任务。由此，柳青通过书写重大主题“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

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4]，而通过进山砍竹子、买稻种、推广新法育秧等情节，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一

个大公无私、勤俭节约、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无限激情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而这一形象满足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于和平年代英雄形象的期待和召唤，“民众会在梁生宝身上看到希望、理想、

激情，看见党仍然有力量带领人们在困难的岁月里坚持跋涉，一定会走到胜利的明天，‘英特纳雄耐尔

一定会实现’”[5]。主题的深刻性、人物形象的生动性、结构的宏大共同促成了《创业史》的史诗性和

经典意义。可见，围绕《创业史》文本“内部”的探讨构成了课堂中知识性的讲授，而对其“外部”的

探讨达到了课堂中思政育人的目的。而对《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的讲授，教师

依然应以文本的文学性为中心，深挖其中 “红色文化”的思政元素，如对再造一个“新中国”宏大理想

的期许、不惜生命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舍生取义精神、行事务实大公无私的人格操守等，在解读文本

中重塑学生的价值理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在对现代派的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鸣、人文精

神的讨论中，形成了多元复杂的思潮流派，从早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到后来

的新写实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新生代小说、女性写作等无一不是“以冲决罗网的

勇气逐渐打破各种左倾桎梏，探索人学观念的现代性，尝试践行新的美学原则，实践新的创作方法，构

建新的文学理论，在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中，推动中国文学践行现代性。”[3]这一部分的内容充满了学理

性，课堂往往集中于文学思潮，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征等传统知识的讲授。引入课程思政维度后，

课程目标中应当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如反思小说《灵与肉》，

张贤亮基于自己二十二年的农村劳动经历，受侨眷夫妇严纪彤和王柏龄事迹的启发，书写了许灵均在四

川姑娘秀芝的影响下，灵与肉的改造与重塑，作者坦言“这样好的劳动人民，这样好的知识分子，在党

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就是我们事业胜利的保证。”[6]结合作家的创作谈，向学生解析反思文学中知识分

子与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即知识分子在新时期获得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重新焕发救世热情，协同党

和国家总结历史教训，思考现实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出谋划策，从而为学生指明知识分子对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渴望，自然而然地将家国情怀、人民性等思政要素渗透于课程讲授之中，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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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目的。 
总之，文学是人学，文学活动始终围绕的也是人，文学总是在描写人，分析人，关怀人，而思政教

育面向的也是人，二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本身。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讲授，应当以

文学的多样性和专业性为主，用思政元素弥补传统文学教育的单一性，为课程注入思政关怀，会起到事

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3.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创新教学模式，注重能力培养 

《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内容关涉具体时代背景、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专业知识，因

课时有限，课堂教学往往存在对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内容、人物形象、作品艺术特色等文学知识

的教师“一言堂”式教育，因而导致学生埋头做笔记、抬头听故事，课堂参与度低，文本阅读量少，缺

乏自主学习能力，思想素质难以提高等问题。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改革必须转变传统的

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开展多样化课堂教学，加强学生自主学习、实践反思与关怀时事的学习

能力。 
首先，创新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上世纪末曾有学者感

慨“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

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

像电子媒介那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7]二十年后的今天，电子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

对教学形成了深远影响。大学慕课平台、超星课堂、学习强国，哔哩哔哩、抖音等平台都有各类学科知

识的趣味性讲解，而利用好这些电子媒介平台，创新教学方法，结合学生的兴趣点，调动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达到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的双重目标。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

经济的迅速发展，当代文学的影视化传播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在讲到新时期文学伤痕小说

和反思小说时，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灵与肉》、古华的《芙蓉镇》，教师可提前一

周提醒学生观看这三部作品改编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并布置作业细读文本，在

课前十分钟随机点名，让学生概述电影内容并对比分析不同媒介传播下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审美意蕴的异

同，并以互动式讨论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

观，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谢晋“反思三部曲”以电影文本记录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时代苦难，聚焦着人性

光辉，呈现出丰富的人民性审美表达，正如鲁彦周所言：“我不仅要揭露，我还要歌颂，我应当把那些

受委屈受折磨而始终坚强不屈的人，当作歌颂的对象。我要展现出他们美好的心灵，要含着热泪写他和

她，同时我还要写出某些人的觉醒，这种人在我们生活里该有多少呵！她个人生活可能是悲剧的，但是

她的觉醒，正说明我们国家光明生活的到来！”[6]。 
其次，盘活课堂，让课堂活起来，培养学生深刻领悟文本的能力。“课堂教学是新时代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的主力军、主战场和主渠道。”[8]所以，要想更有效地进行课程思政改革，教师要充分掌握前人

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创造一定的教育情境，以学生为主体，盘活课堂，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体悟时代

话语，学习核心知识，掌握领悟文本内蕴的能力。如在讲授老舍的话剧《茶馆》时，可让学生排练该三

幕剧，让学生在表演话剧的过程中揣摩主要人物的语言和心理，在人物的冲突碰撞中深刻体会话剧“葬

送三个时代”的主题意向，进而领悟该剧对中国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反映。在讲到汪曾祺的《受戒》时，

可让学生通过细读文本分享小说中的风俗画描写，在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深刻理解汪曾祺小

说中风俗描写的独立审美意蕴。再如，讲到路遥的《人生》时，以小说扉页上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

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导入课程讲授，通过对“人生”“道路”“年

轻”等话题的讨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进而走进小说文本。在该讲结束后可布置一个续写高加林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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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作业，考查学生对小说的了解程度和对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 
第三，融入新文科思想，让课程优起来，提升学生综合素养。2019 年 4 月，教育部等单位启动“六

卓越一拔尖”2.0 计划，新文科建设广受关注。新文科意在通过突破传统学科的自我设限，加强学科的融

合与创新，强调“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求真’‘向善’‘寻美’，形成高度的文化

自觉与文化自信，树立对自身、社会、他人的正确认知，处理好与自然界、社会群体的关系，确立正确

的生态观、社会观、历史观、国家观、全球观、未来观，以积极的独立思考和独特的思想发现，构建立

身处世之本及贡献社会之基。”[9]《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学科知

识的课程，教师应在跨专业融合教学上下功夫，加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提升提质，如将“四史”(中
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建党精神融入课程教学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

络资源，拓宽学生对历史、文学理论、西方文化的世界视野，以文学学习为中心，串联起多学科融合视

野审视文学问题的能力，从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4. 紧密结合现实，强化思政育人作用，彰显价值塑造 

价值塑造是课程思政最鲜明的特点，正如《纲要》中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

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可见，价值塑

造是建立在扎实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上的，学生只有在课堂上感受到获得丰富的知识和能力的提升，

才能真正喜欢课堂，教师才能有机会实现价值塑造。“如果说思政课上的价值塑造重在对学生进行马克

思主义科学理论阐释的显性教育，那么课程思政中的价值塑造则重在培养学生学习知识与提升能力，在

学生心中逐步生长出对于学术的志趣与科技报国的情怀，这是一种隐性的教育。”[2]要实现这一“隐性

的教育”，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还需要有高度的政治站位和严谨的学术态度，结合学情创造

学术氛围，引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在情感认同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达到价值塑造的

育人目的。 
文学教育是叩问价值意义的精神活动，正如马克斯·韦伯说“人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

动物”，文学作品通常是作家对意义世界情感体验的凝结，蕴含了丰富的人文关怀和理想情怀。而文学

经典除了富含人文关怀和理想情怀外，往往拥有隐秘的深层结构，这一隐秘的深层结构构成了作品的恒

久性价值，决定了作品的审美内涵。要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思政的价值塑造，教师要对自己的

课程讲授有明确的规划，不仅要能运用相关理论阐释文本的深层结构，引发学生的学术兴趣，还要以文

化人，树立学生的时代关怀和人文情怀。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教师不能仅停留于讲述作

品对官僚主义的揭批层面，而应抓住“年轻人”这一特质，通过讨论引导学生着眼于蕴藏在文本深层的

作家朦胧而深邃的生命体验，“即作家在特定的生命的青年阶段所体验到的年轻人走向人生、走向生活、

走向社会的情感体验。”[10]这种情感体验契合了“年轻人”的时代情绪，构成了小说的深层结构，使作

品拥有了恒久的审美价值。又如杨沫的《青春之歌》，教师不仅要通过故事情节的梳理讲清楚林道静从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历程，还要结合作家杨沫的生平和时代情境，阐

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成长小说”与时代“成长”的内在关联，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理

想信念，心系人民国运。再如张承志的《黑骏马》，教师要结合叙事学理论，从讲故事的白音宝力格形

成的话语层和故事里白音宝力格形成的故事层两条线，展开对小说文学性生成的探讨，通过引证研究文

献，阐明“寻找”主题对小说文学性生成的意义，进而讨论特定时期文化对文学想象的影响。总之，价

值塑造要建立在扎实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上的，这不仅要求教师要有扎实学识，还要有理想信念、

道德情操、仁爱之心，只有教师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才能让学生热爱学习、热爱课堂，才能更好地实

现立德树人，才能更好地达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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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时代高校《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思政要立足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而“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1]课程思政要求教

师转变传统教学观念，以知识传授为内核，能力培养为实现路径，最终实现价值塑造的教育目的，三者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课程观将有力促进新时代高校课堂的高质量建设，实现人才的高质量培养，为

地方政策提供智力支持，进而更好地培养高校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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