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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文科”理念下古代文学教学的改革，要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怀，如挖掘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精神
文化，将人文景观融入到教学中，成立古代文学创意坊；其次根据新时代的要求修订培养方案，指导学生古为今

用的学习思维，并与国际教研机构联合培养；再次是跨学科教学，即建设新专业，深化旧课程、建设新课程，重视

团队建设，成立古代文学跨学科教学研究中心；最后利用新科技丰富教学手段，如教会教学生使用网络资源，运

用微信提高教学效率，加大古代文学仿真实验室的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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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关于 “新文科”的文章层出不穷，

对于 “新文科”的定义、建设路径均有涉及。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樊丽明指出：新

文科发展要体现 “融合化、时代性、中国化、

国际化，服务人的现代化目标”；重点在于 “新

专业或新方向、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的探

索与实践”，全面论述了新文科建设的要义。总

体来看，目前对某个专业、某个课程的研究相

对较少。在文学方面，主要有以下三个研究方

向：一是整体观照中文学科的改革与发展，如

马世年 《新文科视野下中文学科的重构与革新》

（《西北师大学报》２０１９）；二是中国文学二级
学科的教学改革，如肖智成 《“新文科”建设

下的 “问题共同体对话”———论中国现代文学

教学中的关系重构与人才培养》（《社科纵横》

２０２０）；三是某个课程的研究，如李汇群 《新文

科背景下 ＜红楼梦 ＞课程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曹雪芹研究》２０２０）。可以说现有的研究成果

既有整体考察，也有个案分析，见解颇多。然

而，关于高校古代文学的新文科建设，尚未有

专文论述，未形成系统的探讨。有鉴于此，笔

者试结合个人的教学经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探讨新文科背景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详论

如下。

一、新国情促使下古代文学教学的民

族情怀

　　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１７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要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 “在

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

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彰显传统民

族传统文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建设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扬传统文化成为了 “新

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作为承载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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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传统文化的古代文学学科，在教学上如何体

现民族特色，如何传承民族精神，笔者认为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古代文学课程与民族精神文化的紧

密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传统

文化，比如爱国爱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

民族精神，教师要通过作品的讲解，培养学生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饮

食文化、民俗文化、娱乐文化、服饰文化、园

林文化、演出文化、地域文化、山水文化等，

教师在授课中也要注意挖掘，以此提高学生对

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第二，将人文景观融入到教学中。比如讲

到孔子，可以通过视频、图片介绍山东曲阜的

孔子庙，或者当地的孔庙。讲到小说词曲，可

以介绍敦煌莫高窟，或者当地的剧院、博物馆。

条件允许，还可以带学生进行文化考察，将古

代文学与当地的人文景观相联系，对于宣扬传

统文化，陶冶个人情操，也是大有帮助。

第三，组织学生成立古代文学创意坊。所

谓创意坊，就是学生在艺术、文化产业等专业

教师的指导下，将古代的诗歌、散文、小说、

戏曲融入美术、音乐、手工制作等，并与当地

文化相结合，创作出与古代文学相关的跨文化

作品。比如，有的学生根据古代小说、戏曲的

插图制作年画、书签、扇子，想象丰富，新意

迭出，既提升了知识转换能力，又彰显了民族

特色。古代文学有着鲜明的人文色彩和文化特

征，我们要立足中国国情，将之发扬光大，充

分展示中国特色，体现民族情怀，增强民族自

信、文化自信。

二、新时代促使下古代文学教学的国

际视野

　　对于高校文科建设而言，需要 “加快培养

国家急需的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通晓规则的

高素质国际组织人才，加快培养适应全球新格

局的高素质国际专业人才”。那么，古代文学专

业的人才培养也要紧跟时代步伐，做出相应的

调整，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

首先，根据时代要求修订培养方案。中国

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副院长在 《中国古代文

学话语体系的本土重构与全球视野》一文中就

强调了公共性视角、比较视野在古代文学话语

构建中的重要性。只有视野开阔了，看问题才

能更全面、客观，尤其是古代文学中 “对一种

文学现象的特征研究，其视野局限于本国还是

扩大到世界，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

截然相反”。可见，古代文学的教学自然也要探

索新时代对本专业的人才要求，从而在培养方

案上做出改革。

其次，指导学生古为今用。古代文学的教

学不能仅限于古代的文化知识，而是要联系当

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古代文学作品的讲解，

不能仅仅梳理文意或艺术鉴赏，而且还要以古

观今。比如讲到唐诗宋词，要与文化产业的开

发相结合；讲到小说戏曲，要与当代的影视创

作相联系，使学生逐渐意识到古代文学的当代

价值，并且养成古为今用的学习思维。

最后，与国际教研机构联合培养。樊丽明

认为新文科建设要整合优质资源，实现 “跨校

跨院”等合作方式，比如 “应用型人才，通过

国内外机构的学习和实习，开拓视野，增强能

力”。古代文学教学也应如此。一是与国内外教

学科研机构合作，定期召开研讨会议，探讨人

才培养的相关问题，这样能够更及时、更深入

地了解到全球的教育动态、市场需求，以制定

出紧跟时代潮流的人才培养政策。二是与国外

高校联合培养。将学生选送到国外知名高校，

让学生感受国外教育氛围，了解国外的教育机

制，使学生对自己的知识构架，本专业所需的

人才要求，均有更全面的了解。国外的学生来

中国深造，彼此交流，同样有助于我们打开视

野，加深认识。

三、跨学科教学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新文科建设中，跨学科教学是非常关键的

内容。对于古代文学专业来说，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改革：

一是建设新专业。目前文科与新科技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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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形成了许多新专业。比如考古学与技术结

合的科技考古，艺术与信息技术融合下的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当然，文科不仅可与科技结合，

也可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像 “外语 ＋国政、外
语 ＋国经、外语 ＋法学”， “医学与心理学、
社会学结合的护理康复人才”。总之，文理、文

工、文医结合可形成许多新的专业。那么，古

代文学也可尝试与其他专业融合。其实，古代

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早已被关注，比如郑杰文著

《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２００９年清华大学
出版社），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学与考古学、文化

学、文体学、佛学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传播

学、文学接受学之间的关系。除了学术研究外，

有的高校已经在进行教学实践，比如，２０１２年
７月，山东大学成立尼山学堂，将文史哲专业打
通，培养国学人才。可见，古代文学专业是可

以尝试与其他领域相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专业。

二是深化旧课程、建设新课程。对于古代

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等传统课程，在课

程内容上，要注重与传播、出版、心理、文化

产业等文科专业相结合，以及理科、工科相融

合，如 《红楼梦》的讲解，涉及民俗学、建筑

学、医学等，教师需要跨学科授课，从而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另外，还要注意开

发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新课程，像 “古

典小说出版史”“古代文集与大数据”“人工智

能与文献整理”“《牡丹亭》的文化传播”；同

时在教材编写上，增编古代文学跨学科的内容，

在古代文学史、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方面均要

体现学科交叉的意识。

三是重视团队建设，成立古代文学跨学科

教学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强调团队合作呢？“因

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通政经法，但组织团队可

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多个高校相继成立了

跨学科研究平台，如北京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

中心、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上海交通

大学跨学科叙事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学科社

会科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等。

可以说，“‘跨学科’建设科研团队和科研平台

成为高校文科科研管理必然的路径选择。”教学

研究也是如此，像前文所说的山东大学尼山学

堂，还有苏州大学 “文治书院”，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成立 ＰＰＥ（政治、经济与哲
学的交叉）实验班等。古代文学的教学也要将

单打独斗的 “跑单帮”形式转化为 “跑马帮”

的团队形式，厚基础、宽口径，更好地发挥中

国特色，阐述中国理论，为教学服务。

四、新科技与古代文学教学手段的提升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新文科

“要展示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交

叉融合产生的新变化”。文科教学也要充分利用

新技术、新平台，古代文学教学也不例外。很

多教师在课堂上播放视频、图片，使授课内容

形象生动，这无疑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好办法。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教学手段不能止步不前，

而应该与时俱进。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笔

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教学手段的

深化。

第一，教会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教学生记下要学的内容，不如

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当今的网络资源十分丰富，

很多还是免费提供的，不少网站提供了电子资

源，比如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大

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香港、台湾某些

高校的图书馆网站也提供了一些古籍信息。所

以，对于查找资料，首先要让学生知道，目前

有哪些网络资源，如何搜索并使用，掌握了资

料搜集的办法，才能更好地学习与研究。

第二，微信时代下的戏曲教学手段。智慧

黑板、远程教学、慕课等新兴教学手段开始得

到运用。不知从何时起，微信已经成为我们生

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用微信购物、通

信，方便快捷。而微信运用到教学中来，也能

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比如通过微信问卷调查、

建立微信群、共享资源、在课堂中分享小视频，

与专家连线进行视频通话。笔者在向学生讲解

《西厢记》时，利用微信让学生欣赏当地剧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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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西厢记》的图片、视频，并且与艺人在线

直播，交流作品的思想艺术，欣赏艺人的 “唱

念做打”，课堂效果良好。

第三，加大古代文学仿真实验室的建设力

度。目前已有古代文学专业相关的仿真实验室。

比如 “山水诗之意境体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被正式认定为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

流课程，是全国首批文学类的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该课程 “选取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唐

代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等作为虚拟仿真实验中

的特定角色，以江心屿等地作为特色地标，在

技术手段的渲染下，学生可以在充满意境的虚

拟仿真环境中沉浸式地学习古典诗词，真正达

到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掌握系统化知识的目的”。

又如南开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历时 ３
年时间自主研发了 “中华诗教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系统”，该中心主任涂俊教授指出，“虚拟沉

浸式的环境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体

验，调动学生思维和想象。我们希望借助这种

实验手段，使吟诵之学回归诗教体系，让学生

在全新的吟诵体验中，体会古人的诗酒唱和、

遣兴书画”。这说明古代文学教学仿真实验室建

设的可行性，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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