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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导论教学初探 
梁桂芳 

（福州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核心课，地位举足轻重，然其学科的导论

课程迄今并不完善。《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导论不应是一般的内容概述或知识简介，而应该对学生学习

本专业在较长时间内具有指导作用，其设置目的应注重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地位、作用、前景、影

响、知识架构及学习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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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工

程的发展，在教学中设置“专业学科导论”课程

已经得到多数高校的认同和重视。然而。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教师

授课大多主要是根据自编讲义讲授，内容较为随

意，缺乏对知识结构和知识点的明确要求，更谈

不上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严谨性、科学化、系统

化”[1]的现象尤为严重。因而，加强对具体课程

学科导论设置定位、目标、大纲、教材及内容等

的建设可谓迫在眉睫。本文将针对《中国古代文

学》学科导论课程的发展现状，初步阐释其定位

与目标，进而对其课程的内容设计及实施方法等

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一、现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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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

基础课、核心课，本课程及其滋生的选修课差不

多占到汉语言文学专业总学分的三分之一；该课

程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乃至综合素质的提高等

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时

间跨度大、头绪繁杂，且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隔

阂，大学生在接触本课程后，往往会感觉茫然，

久之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因而，为大学新生设置

《中国古代文学》导论课程，宏观讲授本专业的

学科定位、分支、内容及研习方法等，以激发学

生兴趣、引导其入门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目前专门针对这一学科的导论课程，

只有在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阶段有的高校

有所关注，其导论也多是在比较系统地掌握了这

一领域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更为深入细致的专业

介绍及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大学本科阶段。在

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笔者多方关注中国古代

文学学科导论，查阅了大量教材，这些教材的“前

言”或“绪论”多具有导论性质。总体看来，这

些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学》这一专业学科的介绍

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偏重理论抽象与概括，即

以高度抽象的理论表述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的

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等内容。其分析精当，描述

准确，但有时较为抽象和枯燥，对于初次接触本

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不易掌握。另一种是过于琐

屑和杂乱，即把本课程相关的知识浓缩后按照时

间段一一列出，包括文化背景、文学思潮、文学

流派、主要代表作家等，内容宽泛，概念杂乱，

往往让初学者无所适从。 
综上，目前设置《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导论

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宏观把握不够。

本学科到底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处于什么地

位？其学科发展历史如何、有哪些相邻学科？这

些都没有得到系统阐述。（2）教学目的不明确。

对于本学科学生到底应该学习哪些内容？这些

内容在导论中是初步了解还是系统掌握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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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明确方法论指导。任何一门学科或专业，都

有自己独特的研习方法，若能指导学生正确掌握

这些方法的话，不仅在今后学习中能取得事半功

倍之效，还可引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和研究兴趣。 
二、课程的定位与目标 

定位方面必须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导论作为初步接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入门课

程，具有独特地位。它的主要作用是回顾历史、

把握现在、放眼未来。“回顾历史”就是了解本

学科的预修课程、学科发展历史、学科地位；“把

握现在”就是介绍本学科的研究现状、知识结构

和能力要求；“放眼未来”则是让学生了解学科

发展趋势和个人未来应用本专业的可能性等。它

不应只是简单介绍一些入门知识和理论、方法，

而应该对学生今后学习本专业课程具有重大指

导或参考作用。其涉及内容应比较宏观，但不能

过于抽象和概括，因为学生对其基本知识尚未了

解，会比较难于接受；另一方面，不必过分深入

介绍课程内容，以免造成和后续课程的重复。 
因此，在导论的教学目标方面可以归纳为：

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学科地位，从理论层面

上掌握其研究对象及本质，了解本学科的知识框

架和相邻学科，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开列本学科的基础阅读书目，明确

今后本课程的学习目标和要求等。 
三、教学内容的设计与实施 

（一）学科历史、发展现状和设置目的 

首先简要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独立

时间和发展历史。可分为几个阶段：20 世纪初

为发轫期、建国前为积淀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

为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为新变期，这可以让学

生宏观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概况。其次，发展现状

及应用前景。针对目前社会状况及文化发展趋

势，一方面展示古代文学学科近些年来的发展状

况及成果，另一方面明确该学科在国家发展及个

人进步如升学、工作、修身等各方面的重要性。

再次，该课程设置的必要性。要比较全面探讨本

学科在知识传递、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高等方

面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明确本学科的重要性和设

置目的所在。 
（二）学科地位与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设置有八大分支：文艺

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

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这几大分支当中

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如何？本学科与现当代文学、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基础写作、文学理论、文

学史料学等相关专业学科的密切联系。中文专业

而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之一，中国

古代文学是集“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方

面为一体的综合学科”[2]，传统教学的一些认识

和体系已不能适应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必须使

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考古学、社会学、

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的休戚相关

之处有全面认知，这可以让学生借助邻近学科的

成果，参考它们的研究方法，推进古代文学的学

习和研究。 
通过这部分内容，可以使学生全面把握中国

语言文学的专业构成及中国古代文学在其中的

地位，使其具有宏观的视野和思维。 
（三）教材编写和选用 

在这一部分主要介绍自汉语言文学设立专

业以来，其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历程及各个

阶段的典型版本。通过选取各时期有特色、有代

表性的教材，对其编撰方法、原则和内容特色一

一介绍，使学生把握教材的总体结构及思想倾

向，从而祛除学生惟教材至上、对教材内容不加

思考而全盘接受的痼疾。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目

前所应用的版本，并与国内其他高校相对比，指

出该教材的优势和特点所在，以及其所存在的不

足。这对这些情况，与学生探讨相应的学习方法。 
（四）分期与主要内容 

这主要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结构及

体系。这个内容在很多教科书的前言或绪论部分

一般都有较为详尽的介绍，而这种介绍更适于学

生学习完本学科知识后的总结与提升。作为初学

者，要按历史朝代点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分期

方法，进而对每个时期的主要文化特色及文学流

向加以概要描述即可，更深入的作家、作品、流

派等没有详述的必要；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主流

分期之外，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一些较有

代表性的分期方式也应予以展示，并对其产生背

景稍加探析。这既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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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接触本学科之初，即以这样一个典型实例，

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及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 
（五）学习方法及推荐阅读书目、学习网站 

中国古代文学内容博大精深，头绪纷繁复

杂，内涵深刻丰富，要想全面掌握难度很大，这

就涉及到一个学习方法问题。探讨古代文学的学

习方法，不能仅以笼统、概括的语言罗列条条框

框，这需要教学者根据个人实际教学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综合归纳、分析后，总结出既具有

宏观指导意义又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诸如笔者

所总结的：多学科的交叉学习法、纵横交织学习

法、把握背景与身世学习法、古代散文阅读技巧

等。在讲解每种方法时，需结合一些实际的学习

例证，深入浅出，演示这些方法的实际应用方式

及效果，同时可适当布置一点小作业，让学生尝

试去应用相关的学习方法并发现其乐趣，这对引

导学生克服厌学、畏难等情绪很有帮助。 
开列基本阅读书目是历来各学科的传统及

学习基础，《中国古代文学》也不例外。然而，

一方面由于时间漫长、空间广阔，历代沉淀下来

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及相关研究数不胜数，对其

进行筛选颇有难度；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学生的

学习基础、阅读背景、个人兴趣及特长等差异很

大，笼统开列一般的阅读书目，往往不能起到很

好的导向作用，在实际学习中真正参照执行的学

生更是少之又少。因此，该课程阅读书目的开列，

在精选历代经典基础上，可分类别、分年代、分

年段的列出，结合课堂教学，对学生的阅读作出

明确要求，特别是精读和泛读，每个年段的阅读

量及读书笔记要求，每种体裁的必读数量等，这

样能有效引导学生，避免只记诵理论不深入研读

作品、只了解概况而无宽广视野现象的发生。 
此外，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发展及网络教学资

源的丰富多样化，向学生提供相应的数字典籍、

网络资源等教学参考资料，也应该是这门课程的

重要任务之一，诸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二十五史”网络检索版、http：//www.guoxue. 
com/（国学网）、http:// cnlib.org/（古代文学集

萃网）等，都应该引导学生接触一下。[3]

总起来说，学科导论不是一般的内容概述或

知识简介，其内容应对学生学习本专业在较长时

间内具有指导作用，其目的应注重让学生了解本

学科的发展、地位、作用、前景、影响、知识架

构等内容。笔者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

古代文学》学科导论进行了总结并应用于实际教

学。望促进该学科教学与科研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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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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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bject of the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s a special and core cours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eeds to renovate it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ents involved.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its design target 
students' better knowledge of its progress, status, value, prospects, learning constructs and methods, and enhancing its 
directive role in students' long-term spe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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