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文学研读（一）》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研读（一）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1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3/3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6

先修课程： 无

授课时间：周一 1-3节（4-19周） 授课地点：6B503

授课对象：2019级汉语言人文实验班

开课学院：文传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田根胜/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文科楼 10B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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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

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教学参考资料：《中国文学史新著》，章培恒、骆玉明，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诗经》《楚辞》

《秦汉文学史》《美的历程》《中华原典精神》等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先秦两汉展现了早

期中国先民的文化思想与哲学智慧，是考察先民文学性的最好范本，也是领会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的初

源以及文学范型的最好时期。本课程重点讲述先秦、秦汉以来的诗文，将结合文学原理以及相关历史

资料，通过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重新梳理此期的文学、哲学、文化发展。培养学生对于古代汉语言

的审美感悟能力、历史文化的审析能力；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同时结合学生自

身独特感悟，锻炼口头以及书面表达能力，为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打下基

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重在建立大学生专业的文学史、文化史方面知识，培养

其通过文学、历史事件感悟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感知能力，

并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并且通过领略先秦典型文学现象，提

升分析解决中国文学文化问题的能力。

1.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系统掌握本时段文学史所必

须掌握的基本知识、文学文化事件、美学概念等；通过知识的学习

与掌握，让学生切实掌握分析问题的过程，改进学生的思维方式与

思维习惯；培养学生阅读古代文献的兴趣和实际能力；能够体悟古

典诗文的美感以及美感生成，发现古典文学的美学奥秘；能够从理

性、感性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不同，并且能够运

用文学语言来清晰表达自身情绪与交流。

2.能力目标：在讲授以及讨论的过程中，始终贯彻“有思想性

的教与学”原则，将思考、感知、传达贯穿全程化。因此本课程的

作业以记诵为主，在这个过程中砥砺学生的感受力、想象力、思想

力，同时选择一些话题性较足的作家作品来进行散文写作，使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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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在过程中掌握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习得中文的基本能力。

3.素质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以同情之心了解对待历史事

件与文学作品，培养悲悯情怀与优美意趣；同时，中文的学习也必

须贯彻认真、严谨、求实、敬业的工作和学习态度；树立普遍的人

道主义观念。培养学生具有主动参与、积极进取、崇尚科学、探究

科学的学习态度和思想意识；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严谨、认真

细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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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国文学总论 3

重点：中国文学的基本规律；

难点：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发生以及演化规律。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文学史的演变过程，历代作家

的巨大贡献，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与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自觉意识与自信精神。

课

堂

讲

授

阅读参考

资料；课

程思政作

业：要求

学生每人

至少阅读

两篇与文

学发展有

关的文章

或书籍

5 诗经 3

重点：领会诗经的表达方式

难点：赋诗言志

课

堂

讲

授

6 诗经 3

重点：诗经对于中国诗歌的范型意义

难点：诗经的历史影响

课

堂

讲

授

思考题 1

7
历 史 散 文 之

一：左传
3

重点：左传的叙事特征

难点：左传的语言艺术

课

堂

讲

授

与

讨

论

8
历 史 散 文 之

二：战国策
3

重点：体味历史中纵横家风采

难点：领略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课

堂

讲



授

10
说 理 散 文 之

一：孟子
3

重点：先秦说理散文存在的形态

难点：孟子散文的论辩能力

课

堂

讲

授、

课

堂

讨

论

练 习 题

（课程思

政作业：

先秦诸子

的家国情

怀）

11
说 理 散 文 之

二：庄子
3

重点：道家思想的基本内核；

难点：庄子散文的呈现形态以及语言艺术

课

堂

讲

授

13 屈原和楚辞 3

重点：理解屈原以及理解《离骚》的抒情艺术；

难点：《离骚》历史文化传统

课

堂

讲

授

14 屈原和楚辞 3

重点：《九歌》与《九章》的抒情艺术；

难点：屈原与楚辞的影响

课程思政融入点：“爱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今天我

们纪念屈原，学习屈原，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让爱国主义精神铸入每个人的灵魂。

课

堂

讲

授

小 论 文

（课程思

政作业：

屈原与中

国爱国精

神的历史

发展）

15 秦汉文学绪论 3

重点：秦汉时代与文学演变

难点：秦汉文学演变与文学发展

课

堂

讲

授

与

讨

论

16
司马迁与《史

记》
3

重点：司马迁与《史记》

难点：《史记》叙事艺术

课

堂

讲

授

17
司马迁与《史

记》
3

重点：《史记》的艺术特征

难点：《史记》的历史影响

课

堂

讲

授

思考题 1

http://www.so.com/s?q=%E6%A0%B8%E5%BF%83%E4%BB%B7%E5%80%BC%E8%A7%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0%B8%E5%BF%83%E4%BB%B7%E5%80%BC%E8%A7%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5%AC%E6%B0%9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1%93%E5%BE%B7%E8%A7%84%E8%8C%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8%B1%E5%9B%BD%E4%B8%BB%E4%B9%89%E7%B2%BE%E7%A5%9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1%B5%E9%AD%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与

讨

论

合计：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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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讨论上两次课

程作业
3

如何看待《诗经》式的爱情？

由苏秦想到了什么？

课堂讲授 小论文 1

12 秦汉散文形态 3

李斯、贾谊与西汉散文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介绍社会变

迁中士人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

学生分组介绍

和评析不同的

全球化理论

课前分组，每组

准备一篇小论

文和介绍 PPT

合计：

考核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到堂情况 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 0.1

课堂讨论 课前准备充分，课堂积极发言 0.2

期末考试 根据评分标准评定分数 0.7

大纲编写时间：2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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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