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学 3》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文学 3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3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54/3/3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 2

授课时间：1-18周周三 5-7节 授课地点：6B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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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妮妮/副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上班时间/教室或办公室/电话、微信或面谈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教学参考资料：

1.王思宇等《唐传奇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2.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课程简介：本课程属于人文科学实验班的学科基础必修课，通过重点研读唐宋时期成就突出、富有特

色的作家及其作品，结合唐宋时期社会背景的介绍、唐宋文学发展历史脉络的讲解、代表作家生平、

思想与创作活动的评介，使学生获得有关唐宋文学发生、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并能对各个历史时期

的代表作家、重要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做出科学评价，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阅读、分析及评价能力；

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素养与审美修养。

课程教学目标

1.了解唐宋社会基本情况，掌握唐宋时期文学的整体风貌。

（理解）

2.熟知唐宋时期代表作家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情况，能背诵

唐宋文学名篇佳作。（理解、运用）

3.能联系社会背景评价文学思潮与作家创作，能独立阅读、

正确理解、准确评价文学作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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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唐代文学概

说

第一章 初唐诗

坛

3

重点：唐代世风、士风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唐诗

风貌；唐诗声律的完善；四杰及陈子昂在中国文

学史上的地位

难点：唐诗声律；初唐四杰的自我抒情；陈子昂

的文学理论与创作特点

讲授

练习

下发背诵

篇目

作业：唐

诗声律规

律

2

第二章 盛唐山

田园诗派与边塞

诗派
3

重点：唐代的取士制度；山水田园诗的审美价值；

盛唐边塞诗的时代特点

难点：如何认识山水诗的思想性及盛唐边塞诗的

时代特征

讲授

3

第二章 盛唐山

田园诗派与边塞

诗派（下）

3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对优秀山水诗歌、盛唐边

塞诗的欣赏，体会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保家

卫国的情感，培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

讲授

讨论

4 第三章 李白 3
重点：李白的生平、思想、文学主张与诗歌创作

难点：李白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讲授

讨论

5 国 庆 放 假

6 第四章 杜甫 3

重点：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成就

难点：杜甫诗歌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课程思政融入点：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民胞物

与精神给我们的启示

讲授

讨论

课程思政

作业：优

秀诗歌鉴

赏

7
第五章 中唐诗

坛
3

重点：中唐诗坛及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的创作情

况

难点：韩孟诗派特点、李贺生平与创作、白居易

诗论与新乐府运动、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

术特点

讲授

8
第六章 韩柳与

古文运动
3

重点：了解古文运动的内容及韩愈、柳宗元在古

文运动中的作用

难点：韩愈和他的散文；柳宗元和他的散文

讲授

讨论

9 第七章 唐传奇 3
重点：了解唐传奇名作及其特点

难点：唐传奇的表现艺术

讲授

讨论

阅 读 作

品，课堂

讨论

10 期 中 考 试

11
第八章 李商隐

及晚唐诗坛
3

重点：李商隐生平及其作品

难点：李商隐诗歌艺术特点

讲授

讨论

12

第九章 词的起

源 3
重点：温庭筠与花间词派；李煜和南唐词；

难点：词的体性特点、各家词作特色

讲授

讨论

13
第十章柳永与北

宋前期词
3

重点：柳永词的特点及其意义，北宋初期词坛创

作情况

难点：柳永词的文学史意义

讲授

作业：柳

永词的特

点及意义

14 第十一章 苏轼 3

重点：苏轼生平、思想、创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

地位

难点：苏轼思想及其影响

课程思政融合点：欣赏苏轼诗词作品，学习苏轼

面对人生困境的豁达态度

讲授

讨论

15
第十二章 江西

诗派
3

重点：宋诗的特点与江西诗派的诗歌成就

难点：江西诗派文学主张

讲授

讨论



16
第十三章 秦观、

周邦彦、李清照
3

重点：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的创作特色

难点：相似风格的辨析、时代背景与作家创作的

关系

讲授

讨论

17

第十四章 辛弃

疾与辛派词人 3

重点：辛弃疾词的特点、辛派词人张孝祥、刘过、

陈亮

难点：辛弃疾思想与创作

讲授

讨论

18 第十五章 姜夔 3
重点：姜夔词的特点

难点：姜夔词的艺术特色及其地位
讲授

合计： 54

考核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课程出勤
以百分制记原始分，旷课一次扣 30 分，迟到早退病假一次扣

10 分，事假一次扣 20 分。旷课三次取消本课程考核资格。
10%

课程作业 作业按时高质量完成，不得抄袭 20%

期末考核 根据课程教学要求，闭卷考试 70%

大纲编写时间：2019年 9月 1日

系（部）审查意见：

同意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2019 年 9 月 6 日

注：（正式大纲中将此部分内容删除）

1、本模板适合按周次排课的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

2、教学大纲篇幅请控制在 5页以内，文件名：《课程名称》-教师姓名-授课对象，A4版面，

标准页边距，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8磅，字号大小均为 5号，中文字体为宋体，英

文和数字为 Times New Roman体。

3、课程相关信息必须与人才培养方案一致；授课对象明确到年级、专业（方向）和班级；

如果有多名教师共同授课，须列出所有教师的信息；课程考核方式须用“”符号勾选，必须

与人才培养方案一致，如果选择“其它”考核方式，在后面须补充说明详细的考核方式。

4、课程教学目标：课程教学须确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

并高度精炼概括 3-5条课程教学目标，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

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5、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部分

复制（http://jwc.dgut.edu.cn/）。

6、结合授课要点，设计不少于 3个思政育人的典型教学案例（思政映射与融入点），并明

确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http://jwc.dgut.edu.cn/


7、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参观体验

8、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9、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需要明确课程考核的具体形式（例如考勤、课后作业、期中测验、

文献翻译、论文撰写、课堂测验、期末考试……）和权重，具体考核方式还须明确评价标

准是等级制还是百分制？两者之间如何等价？理论课程的权重一般是按照平时成绩 30%和

期末成绩 70%比例构成，但鼓励任课教师采取多元化评价手段，增加平时成绩权重，但建

议不超过 50%。教学大纲公布后，任课教师严格按照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对学生进行评价，

不可再修改教学大纲。

10、第二周周五前，各系（部）负责人对教师提交的本学期课程教学大纲进行审核，在“系

（部）审查意见”处签署意见并签名（可用电子章），并将审核过的教学大纲（PDF格式）

全部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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