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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党史教育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

要举措。在阐述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入挖掘党史教育

元素,聚焦两大主题;加强教师党史学习教育,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努力做到三个

完善;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打造三个课堂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具体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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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1]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的若干意见》,强调“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

合的问题,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构建全面覆盖、类
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2]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指出“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入研究

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

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3]当前关于高校课

程思政研究主题集中在课程思政、思政建设、协同育

人、思政教学等方面,但从党史教育的角度进行研究

较少,并且多数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而非专业课

程,对党史教育融入课程思政建设的关注还远远不

够,关于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

的研究成果更少,还需要深入挖掘、深入研究。
二、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

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党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一部革命史、建设史、改革

史、实践史,也是一部奋斗史、发展史、创新史、自我革

命史,产生了丰富的历史史料,本身就是一部生动鲜

活的思政大书。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

必修课程,是新闻学等文科专业选修课,也是面向各

类专业通识课大学语文的重要内容,将党史教育融入

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是推进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的应有之义,是润物细无声中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举措。
一是推动高校中文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持续深入

的必然要求。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

程思政教学是高校中文专业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协同发展、共同育人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中文

95

安徽开放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共同培养时代新

人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建设中

巧妙地融入与文学史密切关联的党史元素,让大学生

在学习文学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润物无声地被党史

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熏陶,实现全员育人、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深入推进。

二是提升高校中文专业教师育人水平的必然要

求。高校中文专业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双塑造”,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

根本任务,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以党史学习教育促

进课程思政建设,可以推动中文专业教师有意识地将

党史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中,提高教师的立德树人水

平,使其能够肩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三是提高中文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必然

要求。通过充分挖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党史教育

元素,并将其融入课程思政教学中,可以帮助中文专

业大学生全面系统地认知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更加坚

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抵
御历史虚无主义,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政治素质,激
发爱党爱国情感,迸发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奋进之力。
三、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路径

党史教育融入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

学要聚焦“政治认同、家国情怀、人民立场、文化自信、
美学品格”等基本内涵,深入挖掘党史教育元素,紧紧

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

学“主渠道”。
(一)深入挖掘党史教育元素,聚焦两大主题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教化的功能,如“诗以言

志”“文以载道”,使中国古代文学总体上立足现实,使
作品言之有物、言之有道、抒发真情、传播真理。中国

现当代文学很好地继承了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反
映、讴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和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天然具有充沛而丰富的思政元素,尤其是党

史教育元素。当前,高校开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现代

文学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等中文专业必修课程,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

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选读、大学语文等选修

课程。结合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设置,其党史教

育元素主要有两大主题。
一是百年党史。学术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划

分起止时间普遍为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至今,这与

百年党史的起止时间基本上保持一致。中国现当代

文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历史在文学领域的反

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产物,几乎同时诞生。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

陈独秀、李大钊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也是中国

新文学的开创者,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分别

发表《文学革命论》和《什么是新文学》,掀起了轰轰烈

烈的新文化运动,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从此,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表现形

态及其创作风格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中国现当代文

学百年发展史也成为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百年奋斗历

程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艺术形象。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是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是最为精彩的中国故

事,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和创作

资源。“中国新文学史某种意义上正是形象化的党

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

史。”[4]百年来,中国作家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

作家创作了一大批红色经典文学,对百年党史重要历

史时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真实而形象地书

写。如毛泽东诗词定格了一个个铭刻于心的百年党

史重要画面,1925年,《沁园春·长沙》探索了中国共

产党如何救中国;1935年,《七律·长征》蕴藏着中国

共产党伟大的长征精神;1936年,《沁园春·雪》揭示

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1949
年,《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表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道路是解救中国的人间正道;1959年,
《七律·到韶山》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豪迈热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
乡纪程》是表现中国青年心路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
郭沫若的《女神》表现了毁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

命大无畏精神,发出了对共产主义的呼唤;蒋光慈《少
年漂泊者》描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共产主义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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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程;茅盾的《子夜》描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并证明了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出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

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再现了解放区土地改革

波澜壮阔的场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柳青的《创业史》全面

展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以及对农民思想

产生的巨大影响;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完整地描写农

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

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

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老舍的《龙须沟》通
过新旧龙须沟的鲜明对比,表现了新旧时代两重天的

巨大变化,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赞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王安忆的

《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表现了对知青岁月的

致敬;阿城的《棋王》开启了“寻根小说”的先河;蒋子

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路遥的

《人生》《平凡的世界》表现了改革大潮冲击下青年一

代奋斗历程和心路历程;莫言的《红高粱》《檀香刑》等
小说打破宏观历史叙事,展示小人物的历史和人性的

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庹政的《山海情》、赵

德发的《经山海》、尹马的《回乡时代》、李迪的《十八洞

村的十八个故事》描绘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伟大事业;
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讲述了建设绿色美丽家园

的生动实践;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徐鲁的《一枝

一叶总关情———2020年春天抗疫纪事》、王晴川与李

治邦的《天命》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

伟大抗疫精神;徐剑的《大国重器》、齐橙的《大国重

工》等展现了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伟大成就。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文化。《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文学类等课程“要结

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相互交融的,
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主要为爱国主义情怀、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对真善美的美好生活的追求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始终不渝的情怀,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追求民族

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的爱国主义文学书写史,鲁迅弃

医从文正是源自他的爱国心和民族情,他发出“寄意

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用文学之笔创

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以及大批

杂文,深刻批判了封建文化,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责任担当;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以一只鸟生

死眷恋土地作比,形象抒发了作者深沉而真挚的爱国

情怀;郭沫若的《炉中煤》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
中煤”,把祖国比作“我心爱的”“年青的女郎”,表达了

爱国衷肠;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达了对“永
恒的中国”的眷恋;柯灵的《乡土情结》讴歌了生于斯、
长于斯的故乡和祖国;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是爱

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紧密结合的完美体现;舒婷的《祖
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对祖国母亲的赞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斗精神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财富,中国现当代文学讴歌了中华儿女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精神,《红岩》《红旗谱》
《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
《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等深情讲述中华民族

斗争史、革命史、奋斗史;《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

变》等反映了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铁水奔流》《百炼成钢》《乘风破浪》等描绘了对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建设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现当代文学继承了中华美学

精神,始终表现人民对真善美的美好生活的追求,表
达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爱情、亲情、友情、风景、民俗等

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
(二)加强教师党史学习教育,提升课程思政教学

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

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课程

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中共

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贵在坚持,要巩固拓展成果,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师要以持续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首先,打铁需要自身硬,强化政治标准。要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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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精神,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做到心中有党和国家、有民族和人民。要始终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使命,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努力成为党执政

的坚定支持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学生

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提高

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
其次,要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深入学习党史

著作。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

历史论述摘编》,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将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与党史的重要时间节点、重要事件结合起来学

习,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捕捉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

党史教育元素,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有机融入。
再次,要加强课程思政培训,提升课程思政能力。

高校要将课程思政培训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

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必修内容,将党史学习教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教育方针、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等课程思政核心理念纳入教师岗前培训、教学能力专

题研修培训中,通过高水平专家报告、教学名师现场

教学观摩和课程思政名师典型经验交流等多种方式,
帮助教师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和水平。

(三)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努力做到三个完善

党史教育融入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

学,在课程建设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体系建设,在
三个方面下功夫,努力做到完善课程教学大纲、完善

课程教材内容、完善课程考核方式。
一要完善课程教学大纲。要重新修订中国现当

代文学课程教学大纲,明确党史教育融入高校中国现

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2020年4月,教育部

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教育。”[5]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强调:“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6]党史教

育融入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就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抓住“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

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相结合,将党史教育元素融入高校中国现当代

文学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备课

实施、教学评价等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引导学

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要完善课程教材内容。需要完善中国现当代

文学课程教材内容,将建党历史更多融入新文化运动

与五四运动中,充实左翼作家、延安文艺等篇幅,将毛

泽东、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的文学创作纳入教材内

容中,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

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

重要讲话纳入教材内容中,将新时代脱贫攻坚文学创

作、网络现实主义文学等最新文学作品纳入教材内

容,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党的百年历史交融交汇。
三要完善课程考核方式。课程考核是实现教学

目标、育人目标的重要手段,对学生学习活动起到指

挥棒的作用。当前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考核方

式基本上为期末闭卷纸质考试,主要考核中国现当代

文学历史、文学流派、文学思潮、重要作家、重要作品

以及作品鉴赏,侧重知识性和审美性。这样的考核方

式比较单一,不利于学生平时学习过程中关注课程的

思政元素,包括党史教育元素。因此,要采取灵活多

样的课程考核方式,将课程思政的要义纳入考核内容

之中,注重教学过程中的考核。比如,采取课堂讨论

的方式,让学生探讨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关系;采取录制微视频的方式,让学生朗诵毛泽东等

共产党人的革命诗篇;采取观影的方式,让学生观看

红色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电影如《林海雪原》等并提

交观后感;采取小论文的方式,让学生具体分析中国

现当代文学某部作品中的党史教育元素;改进纸质考

试内容,既注重知识性、审美性,又注重政治性,将党

史教育元素等课程思政要义纳入考题中。
(四)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打造三个课堂

党史教育融入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

学,在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和完善课程建设的基础

上,最终要落到课程教学实际中,打造面授课堂、实践

课堂和网络课堂。
一是在面授课堂中有机融入党史教育。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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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面授课堂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过程中,要坚

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既要讲授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又要结合百年党史和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历史

的眼光、辩证的思维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
品、流派、思潮等。如讲授新文化运动,要深刻分析中

国当时的历史背景,让学生认识到新文化运动是当时

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

的产物,既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更广泛传播了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

思想基础。讲授这段历史,可以让学生观看《觉醒年

代》电视剧,能够直观而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新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又如讲授老舍名作《茶馆》
时,既要理解作品中展现的社会文化变迁,又要认识

文化变迁折射出来的社会政治变迁,作品中的王利

发、秦仲义证明任何旧政治势力都改变不了中国的命

运,改良派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

共产党、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二是在实践课堂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中国现

当代文学课程是生动的,而不是僵硬的,是源于生活

实践的,而不是空中楼阁。高校在发挥中国现当代文

学课程面授课堂育人主导作用的同时,要积极发挥校

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实践课

堂作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如举办红色经典文

学诵读比赛和文学中党史故事演讲比赛等,让学生以

文学的方式,讴歌党的丰功伟绩、缅怀先烈的革命气

概、颂扬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抒发爱党爱国的炽热情怀。
三是在网络课堂中深入挖掘党史元素。要充分

利用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有热度、有温度、有
深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协同育人网络课堂,以党

史教育为切入点制作微视频资源,把党的百年历史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结合起来,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

小故事,通过“一个主题”“一个故事”等以小见大的方

式,让学生感悟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执着

坚守。
四、结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作为高校中文专业等文科

专业的重要课程,与百年党史关系密切、相互交织,具
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的天然优

势,可以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

体的育人功能。因此,高校应加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

程体系建设,提升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积极

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习、
党史学习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于一体,以生动

活泼、形象感人的文学审美艺术让百年党史成为教育

引导当代大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生动教

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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