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阅读与写作》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人文阅读与写作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公共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Humanistic Reading and Writing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2/2/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先修课程：无

授课时间：2019-2020学年第 1学期[4-19]周周

四 3-4节
授课地点： 松山湖校区 6A-309

授课对象： 2019杨振宁创新班

开课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田根胜教授、黄忠顺教授、许燕转副教授、李绍群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0B401教授办公室或 QQ群或微信群网上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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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教师作业总分平均即该课期末成绩。

使用教材：由 4位教师提供阅读篇目，推荐阅读书目。

教学参考资料：

课程简介：

《人文阅读与写作》是文学与传媒学院为 2019级杨振宁班开设公共人文必修课。其教学目的和任务是通过中

外优秀人文学作品的阅读以及相关写作，在提高汉语言文学审美及汉语表达能力的同时，拓展其对历史与现

实以及人性的认识和理解，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质，培养健全人格，塑造健康心理，唤醒独立的、完

整的自我认知，激发生命潜能，提高情感力、思想力和精神境界，形成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理解人生真谛，

找到人生意义。

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掌握精读古今中外文学文本的方法；

2. 理解汉语的特色与魅力。

二、能力目标：

1. 达、雅之汉语表达能力；

2. 掌握各类文本之不同的阐释策略。

三、素质目标：

1. 养成人文情怀，提升审美趣味；

2. 理解人生意义，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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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理论教学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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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孟：贤德政治 2 重点：孔孟与仁政 讲述



难点：孔孟与儒家

思政融入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

5
老庄：无为与逍

遥
2 重点：政治批判与无为

难点：逍遥的人生

研读与

写作训

练

相应的写作一题

6
《史记》：历史

的长城
2

重点：司马迁的历史观

难点：史记的叙事艺术

思政融入点：中华文化中的历史观及其表达

讲述

7
侠·平民理想·文

人心态
2 重点：侠的历史发展

难点：侠文化的精神解读

研读与

写作训

练

8
文本细读的方

法：曹禺《雷雨》

2 重点：从问题进入建构性阅读

难点：文本理解中想象的合法性
讲述

9
国族情怀与内

在家园：张爱玲

《色·戒》

2 重点：《色·戒》解读

难点：为什么一个短篇改了三十年？

思政融入点：国族情怀的内在与外在

研读与

写作训

练

相应的写作一题

10
孤独与爱：莫言

《透明的红萝

卜》

2 重点： 《透明的红萝卜》细读

难点：莫言获诺奖的争议 研读

11
多人称受限视

角：余华《现实

一种》

2 重点：《现实一种》解读

难点：多人称受限视角与人的真正困扰

研读与

写作训

练

相应的写作一题

12
思想叙事：史铁

生《务虚笔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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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人生的姿态

研读

13
文艺理论与文

本细读策略
2 重点：叙事结构《安徒生童话》

难点：叙事结构的理解

研读与

写作训

练

相应的写作一题

14
解构与戏仿：王

小波《万寿寺》
2 重点：《万寿寺》分析

难点：作为方法的解构、戏仿
研读

15
精神分析：爱伦

坡：《窃信案》
2 重点：《窃信案》解读

难点：精神分析方法的掌握

研读与

写作训

练

相应的写作一题

16
小说迷宫：博尔

赫斯《小径分叉

的花园》

重点：《小径分叉的花园》解读

难点：博尔赫斯的迷宫
研读

17
语言节奏的类

型
2 重点：理解不同语言节奏类型的特点

难点：不同语境中节奏的调整
研读

18
网络流行语研

究
2 重点：理解网络流语的优缺点

难点：大学生该如何正确使用网络流行语
研读

找一个网络流行语，

分行其流行动因（选

做）

19 汉字与文化 2

重点：汉字中体现的传统文化

难点：汉字独特的魅力：如表意、方块形

思政融入点：感受汉字文化，激发热爱祖国

传统文化的热情

研读

找一个或一组汉字，

分析其文化内涵（选

做）

合计： 32

考核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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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考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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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教师作业

总分平均即该课期末成绩

90%

期末考核（百分制）

大纲编写时间：201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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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