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国文学批评史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选修

课程英文名称：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6/4/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先修课程： 无

授课时间：1－9周周三 1－2节、周五 3－4节 授课地点：6C303

授课对象：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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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讲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随堂答疑、课后面谈或网络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2.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4.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

教学参考资料：

《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等期刊

课程简介：

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中文系高年级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以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历史为基本线索，通

过择要介绍重要批评家、批评流派和论著，了解我国文学批评各历史阶段的大概状况，以及我国文学

批评根本的民族特点，在掌握一定的古文论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论水平，

并且具备思考当今在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初步能力。

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化

历程能有较为明确的认知，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特征、

重要理论能有较为明显的了解。

二、能力目标：

对于一些文学现象的是否得失能够做出合情合理的判断和辩

证的理论分析。

三、素质目标：

具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能够正确汲取传统文论的思想资源，

培养正确的文学理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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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的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

方式
作业安排



数

1

绪论、中国文学

理论批评的萌芽

和产生

4

重点：文学的起源、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

难点：初期的文学观、诗言志。

课程思政融入点：分析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与西

方的不同，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

讲

授、

小组

讨论

课程思政

作业：比

较古希腊

的文学批

评和中国

先秦时期

的不同，

分析其中

的民族特

色。

2 儒家的文学观 4

重点：孔子、孟子的诗论。

难点：孔子“诗教”、孟子“与民同乐”的文学

观。

讲授

课后阅读

指 定 材

料。

3

道家的文学观、

两汉文学理论批

评

4

重点：老子、庄子的文学观。司马迁的文论、《毛

诗大序》、楚辞评论。

难点：庄子“虚静”、“物化”、“得意忘言”

论。《毛诗大序》中的文学观。

课程思政融入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当代大

学生的启示。

讲

授、

小组

讨论

课程思政

作业：联

系实际，

就司马迁

的发愤著

书说发表

自己的看

法。

4
魏晋南北朝文学

理论批评
4

重点：玄学与文学观念、曹丕、陆机的文学观。

难点：玄学与文学观念的变化。
讲授

课后阅读

指 定 材

料。

5 刘勰《文心雕龙》 4
重点：刘勰的文学观。

难点：刘勰的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发展论。
讲授

课后阅读

指 定 材

料。

6 钟嵘《诗品》 4
重点：钟嵘的文学观。

难点：钟嵘对历代五言诗人的评论。
讲授

课后阅读

指 定 材

料。

7
唐代的文学理论

批评
4

重点：陈子昂、李白、杜甫、皎然的文学观。白

居易、韩愈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

难点：皎然的诗歌意境论。韩愈等人的古文理论。

课程思政融入点：分析杜甫以作品反映社会现实

的创作理念，白居易以文学干预社会现实的精神。

讲

授、

小组

讨论

课程思政

作业：联

系实际，

谈谈对白

居易新乐

府运动的

理解。

8
宋代的文学理论

批评
4

重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学理论批

评。严羽的《沧浪诗话》。

难点：苏轼、黄庭坚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论。《沧

浪诗话》中的文学理论批评。

讲授

课后阅读

指 定 材

料。

9 元明清的文学理 4 重点：复古和反复古思潮。小说评点、李贽的《水 讲授
课后阅读

指 定 材



论批评 浒传》批评。王夫之、叶燮的诗论。金圣叹、李

渔、王士祯、沈德潜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

难点：前后七子、公安派、李贽的文学理论批评。

李贽的小说理论。叶燮《原诗》主要理论。神韵

说、格调说、肌理说、桐城派文论。

料。

合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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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

考核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平时表现 不迟到、不旷课、不早退。按要求完成作业，不抄袭。 40%

期末考试
以开卷考试的形式完成，要求阅读几段指定材料，分析其中

的文学理论批评内涵。
60%

大纲编写时间：2019.9.3

系（部）审查意见：

同意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2019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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