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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汉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课程思政元素丰富。现有的古代汉语课程思政建设成果尚未大范

围应用，需要挖掘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等相关的德育元素，从语言本体、地方文化、

域外传播和名人故事四个方面建立古代汉语课程思政的资料库，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资源共享，

减轻教师负担，推动课程思政改革创新，从而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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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is the carrier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urriculum.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ourses have not yet been widely applied. It is necessary to ex-
plore moral education elements related to social core values, national sentiment, cultural confi-
dence, and other aspects. A database of ancient Chines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
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from four aspects: language ontology, local culture, external dissemina-
tion, and celebrity stories. By uti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ource s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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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can be achieved, teachers’ burden can be reduced, and innovation i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can be promoted, thu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building mod-
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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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

养体系，明确“高校课程思政要融入课堂教学建设，作为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核准和教案评价的重要内

容，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大纲修订、教材编审选用、教案课件编写各方面，贯穿于课堂授课、教

学研讨、实验实训、作业论文各环节”[1]，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古代汉语因其课程内容的特殊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课程思政元素

丰富，非常适合作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标杆。程瑶(2020) [2]、杜晓萍(2021) [3]等研究者从古代汉语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改革路径等方面对古代汉语课程思政建设作出了有效探索。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

师范生培养，从古代汉语课程思政资料库建设入手，探索古代汉语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和方法。 

2. 古代汉语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2017 年 9 月，教育部推行了新编语文教材。“‘部编本’教材注重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语

文教材所选古诗文数量有所增加，体裁多样。小学有古诗文 129 篇，初中有 132 篇，其中以古诗词为主，

如《木兰诗》《悯农》《游子吟》《出塞》《过零丁洋》《示儿》，还有一些文言文，如《愚公移山》

《〈论语〉十二章》《〈孟子〉二章》《出师表》《少年中国说(节选)》；增设专题栏目，安排了楹联、

成语、谚语、歇后语、蒙学读物等传统文化内容，使学生在积累语言的同时，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

陶。”[4]与原人教版教材相比，古诗文篇目增幅达 80% [5]。各类有师范专业的院校所开设的古代汉语课

程，主要是设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中师范方向占了较高比例。在这个新背景下，古代语言文字的应用

前景越来越广阔，古代汉语课程在师范生培养中大有用武之地。基于此，我们以立德树人作为课程的根

本任务，着力培养学生的语言素养和文化自信，将古代汉语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确定为： 
知识目标：传授古代汉语知识。了解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概念和理论，掌握汉字形音义互证互求

的方法，例证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能力目标：培养语言运用能力。通过理论学习和案例分析，形成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语言问题的意

识和能力，进而实现阅读一般文言文，完成识字教学。 
素质目标：坚定文化自信。包括：1) 充分挖掘汉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核，了解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石，

是中华文化流传和发展的载体，坚定文化自信；2) 具备规范使用汉字的意识和能力，正确把握诵读中华

经典的感情基调，在实践中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力；3) 了解汉语言及文化

在域外传播的历史，充分认识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全球化浪潮中强化文化认同

感和归属感；4) 主动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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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代汉语课程思政资料库分类和整理 

现有的古代汉语课程思政建设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因为教育和科技的融合还不够，教育信息

化手段应用不足，建设成果更多分散在各位教师手中，无法充分发挥其教学价值。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

随着资源共享、多学科互动越来越频繁，如果我们能梳理课程的思政元素，挖掘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家

国情怀、文化自信等相关的德育元素，建立一个古代汉语课程思政的资料库，将其融入到相关的专业知

识点中，这无疑会提高建设成果推广的速度，扩大应用范围，最终实现古代汉语课程思政全覆盖。 
为了收集、查找方便，将资料库分类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根据古代汉语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将思

政资料库分类建立为：语言本体、地方文化、域外传播和名人故事。基于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

意思”这样的教学理念，我们分门别类开展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3.1. 语言本体资料库 

古代汉语首先是一门语言课程，教师不能脱离课程性质来谈课程思政，不能消解古代汉语课程的定

位和功能，因此我们将思政资料库首先设定为语言本体。课程立足于古代汉语语言特色，与现代汉语共

同语、现代汉语方言和境外语言相比较，即“普方古外”综合比较的视角，充分挖掘汉字、汉语所蕴含

的文化内核，将独特性、典型性、地域性、传承性、现实性等多维度融合，引领学生深入了解汉语言特

色，树立“古为今用”的语言文字观，体会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彰显文化

自信。 
以传承性维度为例，《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睡醒之后吟诗一首，“大梦

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让学生翻阅字典辞书，掌握“睡”的古今词义变化，

从而明确此诗为后人伪作，而非历史上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所作，以此培养学生形成科学的语言发展史观。

又如现实性维度，2020 年新冠初疫情期间日本物资捐赠引用《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句，我

们以此故事切入，引导学生查勘文献，考释“同袍”的词义理解，纠正成说。 

3.2. 地方文化资料库 

地方文化是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形式，地域性是地方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杭州地方院校的

学生以浙江籍为主，而外地考生报考杭州院校，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本身的专业水平和发展前景，另一方

面与杭州人杰地灵的地方文化不无关系。在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有效融合杭州文化资源，将地方文化

落实到课文阅读中，落实到字词讲解上，忌虚宜实，让学生真切感受杭州地方文化，充分认识和挖掘优

秀的地方文化精神，增强文化认同感。 
方言中的词汇、语音、语法等知识，无疑是地方文化资料库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可多多引用、列举，以增长学生的语言知识能力，培养学生的乡土意识。比如在讲解“古无轻唇音”“古

无舌上音”这两个著名的音韵学术语时，教师可列举吴方言的例子，从陪伴学生成长的方言词汇入手，

利用这些语言资源和学生的语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除此之外，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十大

风景名胜之一的杭州西湖，也是地方文化资料库中的重要资源。在讲解繁简字时，引入西湖名胜十景之

一“曲院风荷”，让学生了解“曲”“麯”繁简字的发展演变，明白“曲院”并不是指弯曲的院子，而

是指酿酒的场所。在讲解小篆时，引入西湖边的楹联，让学生识读小篆，同时欣赏精妙的书法，领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杭州的传承与弘扬。 

3.3. 域外传播资料库 

高校作为文化交流、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青年学生容易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使得主流意识形态

的影响力和信服力逐渐减少，弱化了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汉语言文字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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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

史交汇期，立足于汉字、汉语及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引导青年学生充分认识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历史上日本、朝鲜、越南都使用汉字，阅读汉籍经典。这几个国家许多保存至今的历史典籍，都是

用汉字和文言文书写的；所通行的语言文字，都借用了汉字元素与本国语言相结合而创制的各种文字。

因此，汉字、汉语和汉文化的域外传播，是古代汉语课程很好的思政材料。在讲解“汉字的构造”时，

引入“汉字文化圈”概念，通过展示各国街头指示牌照片，让学生体会汉字在域外传播的范围之广、程

度之深。在讲解“词义古今变化”时，介绍“下流”“芳名”在日语中的使用，说明古代汉语词汇在现

代汉语时期有了发展变化，但古义保留在了域外词汇中，引导学生在正确认识词义发展的同时，深刻体

会汉语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讲解对联时，介绍越南过春节会贴春联，春联上写的是越南语。越南虽然

废除了汉字，但贴春联的习俗却被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汉文化影响的源远流长和顽强的生命力。 

3.4. 名人故事资料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汉语课程中

不乏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名人故事，比如，《论语》《离骚》《左传》《史记》等经典作品中的历史

人物，他们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和人文精神；历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他们皓首穷经，刻苦钻研，严谨

治学。相对而言，教师会积极引导学生理解古代汉语课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对于革命文化，比

较容易忽略。其实，古代汉语课程也有革命文化的思政元素。我们紧扣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深入挖掘

革命文化思政元素，拓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践行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 
在讲解《诗经》时，教师联系学生在中学阶段所学语文课文《最后一次讲演》作者闻一多。在学生

印象中，闻一多是一名“拍案而起”的民主革命战士，但除此之外，他将传统的考据学与现代的科学方

法相结合，拓展了《诗经》研究的文化领域，全面提高了当时学术界《诗经》研究的水平。通过这样的

拓展，不仅丰富了学生对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民主战士、爱国主义者的多面性认识，更能引导学生

感受国难当头，闻一多以笔作刀，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和文人风骨。在讲解诗词格律时，选

择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卜算子·咏梅》《长征·七律》等作品来分析格律、平仄等专业知识，

进而引导学生体会革命家的初心使命和非凡境界。 

4. 资料的收集途径 

如上所述，可知古代汉语课程思政资料具有内容繁杂、形式多样、来源分散等特点，并非一时一地、

凭借一人之力就能完成的，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利用各种渠道来收集资料。在古代汉语课程思政资料收

集过程中，笔者采取了以下方式： 

4.1. 教研室集体备课 

通过教研室这个平台，团队开展针对性的集体打磨，群策群力，最大程度地丰富了资料库建设。比

如在语言本体资料库建设中，团队着眼于汉字的独特性维度，结合《说文解字》，通过讲解形音义三者

互证互求，对课程资源进行了重新整合，制作成符合本校学情的课件、试题库，最终引导学生树立“汉

字不简单”“汉字很神奇”的自豪感。 

4.2. 师生共建 

我们要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使学生从消极转变为积极，使课堂由沉闷变为活跃，需要从学生

兴趣点出发，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在这个过程中，发动学生参与资料的收集、整理，实现师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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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无疑有助于课堂建设。而且学生往往能关注到教师的盲点。比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有同姓

不婚的文化，学生爱看的热播韩剧《请回答 1988》中善宇、宝拉因为同姓成，婚事遭到家人的反对。学

生将之整理进资料库，成为域外传播资料库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教师利用该案例，让学生意识到中国文

化域外传播影响之深远，从而正确理解这几年中韩之间文化上的争论，培养学生发现中国故事、讲述中

国故事的能力。 

4.3. 个人日常积累 

日常生活中只要用心留意，就能发现思政资料。笔者所在学院曾组织党员活动，参观陈望道故居。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也是《修辞学发凡》的撰写者。《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现代修辞学

的开山之作。由此，《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公入而赋……姜出而赋”句，课文注解说这里用了互文

的修辞手法。笔者在讲解时，由修辞手法入手，引出《修辞学发凡》，借此介绍陈望道，同时联系他吃

粽子蘸墨汁的故事，使学生感受革命志士爱国创新、刻苦奉献的精神。 

4.4. 搭建同行交流平台 

积极与省内外院校同行交流，采取自愿加入的原则，在微信平台搭建同行交流平台，让更多的老师

参与进古代汉语课程思政资料库建设，最终优化资源呈现，优化课堂效果，实现资源共享。 

5. 建设成果 

课程在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从学生兴趣出发，挖掘时政热点、娱乐新闻中的思政

元素，将抽象的语言教学分解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把学生带入到鲜活的场景中，改变枯燥的授课模式，

努力做到课程思政知识水到渠成、润物无声。同时，课程实现了专业性与生动性联动，既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掌握古代汉语的相关语言知识，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所指导的 2022 届本科毕业论文《初

中语文课程传统文化教育实现途径的研究——以汉字文化为例》获评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通过上述建设，古代汉语课程于 2022 年入选为浙江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于 2023 年入选

为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主讲教师获得 2022 年教育部第四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2023 年校级三育人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6.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文化自信，提出以坚定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

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原院长过常宝教授说：“我们相信每个师范生

都是传统文化的‘火种’，师范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和传播最为重要的平台。如果想要发展中国文

化，想要中国文化走出去，没有教师教育，没有师范教育是不行的。”[6]以古代汉语课堂思政建设为抓

手，高质量推进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建设。澳大利亚的格拉顿独立智库提议，政府应建立一个“课程

资料库”，帮助教师减轻工作量，提高课堂效率[7]。我们相信，通过资源整合，建设古代汉语课程思政

资料库，也必然会减轻教师负担，推动课程思政改革创新，促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为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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