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革新思潮与文本研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国当代革新思潮与名著细读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Chinese contemporary thoughts and text reading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3/3 其中实验学时：0

先修课程： 无

授课时间：周一 5-7 节/4-19 周 授课地点：松山湖校区 6A-406

授课对象：19 级人文实验班

开课院系：文学与传媒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黄忠顺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周四晚上，其他时间另约，10B401 教授办公室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

教学参考资料：1《桃花灿烂》《惟妙惟肖的爱情》 2《平凡的世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猎人

笔记•乡村歌手》 3《此生》《野玛丽》《第二性》 4《红日》《林海雪原》《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5

《包法利夫人》 6《务虚笔记》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人文实验班基础必修课，以选择中国当代人文学著述为教学内容，重在训练学生

从文本细读入手，感受、理解和梳理中国当代若干思想文化主题的演变，提高学生对当代文化变革的

认知水平，增强历史同情的人文修养。

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通过一系列中国当代文学文本解读，增进学生

对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感知和理解，培养学生在中国当代社会文化

视野下的文本解读策略。

二、能力目标： 以文本解读为纲，串联出中国当代文虎思想

变革的脉络。强调通过文本研读和课堂讨论的过程达成盖有个人印

章的对中国当代文化思潮的感受、理解和思辨能力。

三、素养目标：通过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培养学生对民族历史

发展、中国社会形态转变有审美和历史的同情，建立政治正确的国

族情怀和精神家园意识。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

间的关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

业学生的课程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核心能力 2.

□核心能力 3.

□核心能力 4.

□核心能力 5.

□核心能力 6.

□核心能力 7．

□核心能力 8．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

方式
作业安排

4

导论 1 3 重点：抵抗西化与启蒙运动-民族化与走向封闭-

再开放与再西化-后殖民与民族传统认同

难点：个人启蒙/民族国家的变奏

思政融入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如何选择？

讲

述
开列书单

5
导论 2 3 重点：文本研读的方法：以《雷雨》为例

难点：文本理解中想象的合法性

讲

述

6-7
《桃花灿烂》《惟

妙惟肖的爱情》

6 重点： “爱情故事”中的时代之变

难点：如何理解两部作品的心灵：星子与惟妙

研

讨

知识分子

的沉浮

8-9

《平凡的世界》

《世界上所有的

夜晚》

6 重点：从劳动的尊严到廉价劳动力

难点：80 年代的改革童话与 90 年代的底层社会

思政融入点：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

研

讨

孙少平与

乌塘镇

10-11
女性主义视角的

文本研读

6 重点：《此生》《野玛丽》与女性主义

难点：《第二性》的存在主义女性观
研

讨

此生的文

化逻辑



12-13
后现代历史叙事

学

6 重点：《红日》与《项羽本纪》比较研读

难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基本观点

研

讨
史观梳理

14-15
《包法利夫人》

与当代读书困境

6 重点：包法利主义与读书的意义

难点：对于书，信与不信的问题

研

讨

读书的意

义

16-18

《务虚笔记》的

存在之思

9 重点：思想叙事的故事与逻辑

难点：存在与命运之思

思政融入点：逆境与积极人生的姿态

研

讨
命运之解

19 小结 3

合计： 48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重点、难点、思政课程融入点
项目类型（验证/

综合/设计）

教学

方式

合计：

考核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课程论文
1.3000 字左右；2.能够对课堂讨论的文本及其相关思想文化

思潮的演变显现良好的把握；3思维和论说能力。
70%

到堂情况
不得无故缺席，迟到 2 次记旷课 1 次，3 次旷课取消本课程

考试资格。
10%

平时作业（百分制）
任课教师根据所讲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布置相关作业。要

求把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融入主题表达之中。
20%

大纲编写时间：2019/9/4



系（部）审查意见：

同意。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2019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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