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方法与手段 

1.教学设计 

（一）本课程基本内容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处理好

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以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为纲，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基础；用文

学史统率作品，又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学习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文学史。既要避免

脱离实际空讲理论、空讲文学史的倾向，也应避免忽视理论和文学史、只讲作品

的倾向。  

（二）从专业目标管理的要求出发，制订和不断修订本课程的教学大纲，作为教

师教学、学生学习和命题考试的依据，尽量避免教学内容上的随意性。 

（三）教师应在深入钻研教材并吸收学术研究新成果的前提下，搞好课堂教学。

讲课应具有指导性、启发性和示范性，要突出重点、难点和不同观点的辨析，以

期举一反三而不要面面俱到、一般性地重复教材。注意提高多媒体课件，增强知

识的信息量、准确度、可视性和生动性，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古代文学知识。 

（四）教师应努力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更多地从教学实际中选取科研项目，并

尽快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使教学与科研互相促进。 

（五）本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自学为辅，开列参考书目，指定学生阅读必要

的参考书和有关资料，并定期检查，以使学生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 

（六）规定学生阅读和精读一定数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其中精读里面的绝大部分

篇章要求学生要能够背诵。 

（七）严格考试制度、建立题库。考试内容应兼顾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即包括

识记、理解、应用三个知识层次的内容。题目类型至少包括填空、选择、背诵、

解释、简答、论述。评卷必须严格掌握标准，严禁姑息迁就。除考试外，每学期

不得少于两次作业，以全面检查学生的学习水平。 

（八）加强教学研究活动，定期交流教学经验，分析研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

断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 

 

 

 

 



2.教学方法 

正反对照：对文学作品的某种艺术手法（或理论观点），先从正面去阐述，然后

再通过反面的阐述作补证，在正与反的对照中，使学生加深对这种手法（或）观

点的认识。 

古今贯通：古今相隔久远，学生面对古代文学，难免会有时代隔膜感，那么，古

人的艺术手法今天是否还能使用，这个疑问必须帮学生消除。我们采用古今贯通

法，就是在讲解古人作品的某种手法之后，大量征引今人使用此法的成功例证，

让古今融为一体，以提高学生学习古人艺术手法的兴趣。 

结合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科研水平的提高。教师的科研以服务于教学

为特征，以科研促教学，是教师从事科研活动的出发点。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

的论文和著作，大多是结合教学内容而撰写的，对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促

进作用。 

情感投入：课堂教学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所讲的作品又是人类情感的结晶，所

以教师的情感投入就显得尤为重要，钟情于本职工作，把课堂上要讲的每一句话

都写在讲稿上，对课堂用语精心选炼，剔除废话。做到阐述理论时用准确严密的

语言，串讲作品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穿插轶事时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对于生僻

字的读音，均查阅工具书后标在讲稿上，对板书的位置也在备课时做了设计，对

课堂讲授的时间也实现做了测算，力求下课铃响刚好讲完一个章节，既不空堂也

不拖堂。 

课堂提问：课堂提问是教学中一个重要环节，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重要途径，课

堂提问设计得当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课堂提问应该根据教学目的，针对

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灵活机动的提问方式，如重点提问（就重点难点进行

提问）、扩展提问（由一个问题扩展到相关的其他问题以期穷本究源）、归纳提问

（由一个问题引出同类的问题以归纳出某种规律）、摸底提问（在进行新的内容

教学前对学生进行提问）、存疑提问（将有争议的问题摆出而不回答，留给学生

思考）等。 

 

 

 



3.教学手段 

传统的唐宋文学教学，基本上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为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我们积极探索并逐步确立了

以教师为主导，引领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的教学方法体系。主要采取了以下措

施： 

（1）在课程讲授中，抓住适当时机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堂讨论（有时是占用一次

上课的全部时间，有时是一次上课的局部时间；有时是师生之间，有时是学生与

学生之间；有时是预先布置，学生作了较充分准备的讨论，有时是随机性的讨论），

培养学生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2）布置古代诗词重点背诵篇目和课外阅读书目，定期举行诗文背诵、朗诵比

赛。现已举行了一次由全系学生参加的书面形式的背诵比赛（填空，默写短小诗

文），一次由各班推举选手的朗诵比赛。通过这一措施，使学生加深对古代文学

优秀作品的领悟，并培养其朗诵能力。 

（3）除每学期一篇书面作业之外，鼓励学生将学习中的心得、体会，上升深化，

写成论文，并编选学生优秀论文集。2000 年以后，学生在古代文学课学习过程

中，在教师鼓励、指导下，已发表了十余篇学术短文，写出了 100余篇学术论文。 

（4）充分利用各种音像设备和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课堂教学，是本课程的一个

突出特色。本学科教师都能够使用这些设备开展教学活动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

图文并茂的教学课件，进行全方位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同时，在课堂上将教学内容与电脑网络结合起来，直接将各大型图书

的版面及电影、电视节目引入课堂，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灵活性和新颖性，开阔了

学生的视野。 

 

 

 

 

 

 

 



4.课程特色 

（1）初步形成了结合知识教育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的理念与教学模式，并

摸索了一套与这种教学理念、模式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并取行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2）本课程所有教授长期活跃在本科教学第一线。做到了教学科研并重，以教

促研，教学相长，并积极吸收学生参加到科研活动中来。 

（3）注重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的并重，如让学生创作古典诗词，查阅县志了解

乡土作家，吟诵与歌唱古典诗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