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内容体系

一、理论课教学内容

（一）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绪论

第一节 唐诗与《全唐诗》 第二节 宋词与《全宋词》

上编 唐诗九家

第一章 陈子昂 第二章 孟浩然

第三章 王维 第四章 高适

第五章 岑参 第六章 李白

第七章 杜甫 第八章 白居易

第九章 李商隐

下编 宋词九家

第十章 柳永 第十一章 苏轼

第十二章 秦观 第十三章 贺铸

第十四章 周邦彦 第十五章 李清照

第十六章 辛弃疾 第十七章 姜夔

第十八章 吴文英

总学时（不含考试和作业）为：36 学时；2学时/周,18 教学周。

（二）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本课程教学内容理论性较强，应避免过分侧重讲授诗词理论，而忽略了让学

生参与诗词创作。

解决方法：

1、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引导作用，通过经典范例解读，分析对比，归纳总

结，精讲多练，运用讨论参与式、课堂训练、合作式、探究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和

手段，结合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培养学生自觉的诗词创作意识和写作积极性，

主动练笔。



2、充分运用网络课程资源，让学生自主性学习，并通过通过网络课程设计

“发表园地”激发学生创作诗词的兴趣。通过网络课程设计的“互动平台”，开

展诗词互评互改活动。

3、通过出版学生优秀诗词集，用创作的成功范例进一步激发学生写作热情，

从而达到提高学生欣赏诗词与写作诗词能力的教学目标。

4、在学生社团及各类文体活动中，都以师范生素质及中文专业能力培养为

目标，重视古典诗词鉴赏能力的培养，对学生专业学习和专业能力提高起积极的

促进作用。

（三）实践教学活动的设计思想与效果（不含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不填）

一是用格律创作诗词的能力培养，要求学生懂得格律，并初步运用诗词格律

进行创作，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尤其是诗词格律的教学中进行格律诗的创

作练习，通过练习，使学生基本能用格律来创作诗词。

二是使用计算机检索古代文献的能力，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技术，能

利用计算机获取关于唐诗宋词研究最为前沿的学术信息。

三是要求学生深入图书馆，阅读、校点、翻译、注释唐宋诗人、词人的诗词

集子。

四是要求学生能够写出观点鲜明、文从字顺的学术论文，具备初步的研究问

题的能力。

二、实验（践）课教学内容

（一）课程设计的思想、效果以及课程目标

1、对已学唐诗宋词进行系统性梳理，使学生对于古典诗词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

性认识。

2、以诗词为媒介，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品位。

3、与诗词创作相结合，提升学生的艺术赏析能力与创作能力。

（二）课程内容（详细列出实验或实践项目名称和学时）



1、教师当堂吟诵唐宋诗词，带领学生走进历史现场，帮助学生体认“诗乐一体”

的内涵。

2、教师当堂演示诗词创作过程，包括平仄与意境，使学生体会到诗词创作这种

创造性活动的沉稳与灵动。

3、倡导学以致用，在授课年级举办诗词朗诵比赛，以赛带练，使学生在朗诵实

践中更深刻体会到诗词的深厚意蕴。

4、倡导学以致用，在授课年级举办诗词创作大赛，促进学生对诗词和古典文化

的体认。

（三）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师指导方法

课程组织形式以班级集体授课与小组合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教师指导方法采用因材施教的启发式教学法和开放式的探究式教学法。

在教学中注意与学生进行交流，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在教学内容的设

置上尽量满足同一课堂不同层次学生的不同要求。在教学中注意学生的共性与特

性，在分析唐宋诗词的基础上，酌情讲授与之相关的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

艺术学等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在鲜活的历史图景中加强对诗词的理解。

传授诗词写作知识，将唐宋词作的分析与写作教学融为一体，让诗词创作走

上大学课堂，使原来相对零散的认知教育变为综合性的素质教育。这种开放的探

究式教学方法，促使学生们自觉地去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大大提高了他

们的审美能力、创造能力与思辨能力，学生普遍反映，选修唐宋词赏析课程，人

格精神有很大的提高、专业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

（四）考核内容与方法

1、采用“教师评阅+小组互评”的方式，对学生所创作的诗歌进行打分，并由主

讲教师经评阅后筛选优秀诗词作品，放在班级微博平台上进行投票，评出最受欢

迎的原创诗词前三名，并对获奖学生颁发奖状以资鼓励。

2、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针对唐诗宋词发展历史中某一专题问题进行 15 分钟的

演讲，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准备演讲内容和 PPT，并以一名小组成员作为代表上台



作报告演讲，以考察学生们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