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理论与文本细读》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文学理论与文本细读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选修

课程英文名称： Literary theory and close reading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6/2/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2

先修课程： 《文学理论》《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授课时间：1-18 周周四 1-2 节 授课地点：6E305

授课对象：2017 级汉语言文学 1/2 班

开课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许燕转/副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课后办公时间、文科楼 418、面谈与微信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课程论文（ ） 其它（√ 文本创作与评论）

使用教材：无

教学参考资料：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张首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 年版

《名作细读》孙绍振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

《名作重读》钱理群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课程简介：

《文学理论与文本解读》课程，通过对国内外文学经典的解读，理解、实践文学理论的

结构与方法，从而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以期在文本细读和原典研读

的基础上，领受当代文学审美滋养的同时，获取品评文学的方式、方法和看待人生、世

界的文学眼光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独到地理解与体验经典文本的内涵，

通过对文本的仔细研读，理解文学理论的构成与方法，从

而理解文学创作的蕴藉性与审美性，理解文学理论的科学

性和实用性。

2、过程与方法目标：教师作必要的导入性解读，进而让学

生细读、体验。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理解文本的创作过程、

掌握文学要素的生成与复杂关系，理解文学的蕴藉性与审

美性，理解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从而对语言文学

学科更为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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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

数
教学的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方式 作业安排



1

新批评·文本

2

掌握文本的概念，学会文本分析的基

本原则

重点：新批评文本细读法

难点：悖论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安徒

生童话》

2

叙事话语

2

提前阅读《安徒生童话》，学会叙事

话语分析

重点：叙事话语解读

难点：何为话语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白先

勇《游园

惊梦》

3

叙事时空

2

提前阅读白先勇《游园惊梦》，重点

分析叙事时空

重点：叙事结构

难点：空间叙事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安

徒 生 童

话》

4

叙事模式

2

提前阅读《安徒生童话》，分析叙事

模式

重点：叙事模式应用

难点：叙事模式的理解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王小

波《万寿

寺》

5

解构与戏仿

2

了解后现代主义中小说的创作方法

重点：后现代主义的戏仿

难点：戏仿与恶搞的区别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王小

波《万寿

寺》

6

戏仿文本

2

提前阅读王小波《万寿寺》，分析其

戏仿写法

重点：戏仿理论的运用

难点：《万寿寺》的理解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爱伦

坡《窃信

案》

7

精神分析批评

2

提前阅读爱伦坡《窃信案》，进行精

神分析

重点：精神分析批评理论

难点：结合文本开展分析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海

边的卡夫

卡》

8

精神分析二

2

提前阅读《海边的卡夫卡》

重点：梦与解析

难点：对梦的解读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卡夫

卡《变形

记》



9

寓言

2

提前阅读卡夫卡《变形记》

重点：寓言的叙事特点

难点：传统寓言与现代寓言的区别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博尔

赫斯《小

径分叉的

花园》

10

小说迷宫

2

提前阅读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

重点：小说叙事结构分析

难点：迷宫的分析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12

诗歌解读方法

2

重点了解诗歌解读要点

重点：诗歌解读方法

难点：悖论、隐喻等方法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顾城

诗歌

13

诗歌的意象

2

提前阅读顾城诗歌，重点了解诗歌意

象的写作与特点

重点：诗歌的抽象与意象

难点：抽象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柳永

诗歌

14

诗歌解读

2

翻转课堂

重点：学生习作分析

难点：经典与习作的分析差异

课程思政融入点：讲解诗人创作故事，

激发对我国诗歌抒情传统的了解和热

情

翻转课堂

阅读《 雷

雨》课程思

政作业：阅

读中国 抒

情传统 研

究 论 文 1

篇

15

戏剧的冲突

2

了解戏剧冲突的意义与方法《雷雨》

重点：戏剧冲突

难点：戏剧结构分析

课程思政融入点：讲解现代中国女性

独立历史，了解现代革命意义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 简

爱》课程思

政作业：了

解 现代 中

国 阶级 斗

争 与革 命

文章 2 篇

以上

16

文本的族裔批

评
2 《简爱》分析

重点：族裔批评与后殖民主义

难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

课程思政融入点：了解后殖民主义中

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激发爱国情

怀。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阅读《一

个女人的

二十四小

时》课程

思 政 作

业：了解

后殖民主

义文化对

中国的影



响

17

文学经典的重

读意义

2

提前阅读《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

重点：经典与细节

难点：意象的理解

课堂讲授

+小组讨

论

准备创 作

好戏仿 文

本

18

戏仿与批评

2

进行戏仿文本的交换批评实验

重点：戏仿文本创作

难点：戏仿文本批评实验

课堂讲授

+实验

合计：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项目类

型（验证

/综合/

设计）

教学

方式

11
元小说

2

学习《罗生门》、《竹林的故事》

等文本中的话语建构，并学会文

本分析方法

文本训

练
教授与实验

合计： 2

考核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到堂情况 1次旷课扣 5分，2次 10 分，3次课程不及格 10%

课堂讨论

完成作业 思政课程作业、作品或理论阐述 20%

实验（实训） 戏仿创作 50%

实验（实训） 戏仿文本批评 20%

大纲编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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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