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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视域下
《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融合思政教育改革探究

王婉娇
商洛开放大学，陕西 商洛 726000

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汉语言专业中最关键的核心课程，其中，讲解的内容主要以中国古代的文言文为主。而在大思政发展
视角下，不同专业课程领域深度挖掘思想政治元素，实现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相互融合已然成为了学校全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关键切入点。因此，如何能够在大思政视角下，持续挖掘关于古代汉语知识体系中的思想政治元素，在专业培养的同时，
帮助学生树立核心价值观念更成为了古代汉语教师应当关注的重要话题。本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了大思政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融合
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价值，并且就古代汉语课程思政的创新改革方式进行了探究，希望能够为推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
量的提升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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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教学课程中承载着传承千年的中华
语言智慧，其中所蕴含的大国思想、优秀传统文
化正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教学元素。在
素质教育理念持续深化的发展背景下，如何能够
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育人、展现德育教学效果已
然成为了行业发展的关键 [1]。作为汉语言专业最
重要的主修课程之一，在教学过程中，课堂的开
展不应当单纯围绕着语言知识的传授。而是应当
努力挖掘这些文本素材中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将文化底蕴与思想政治元素融入一起。因此，本
篇文章就是基于大思政的课堂背景，希望能够推
动古代汉语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融合发
展，从而为培养更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接班人贡献力量，共同开启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
协同发展的新教学道路。

一、大思政背景下《古代汉语》与思政教育
相互融合的重要作用

（一）发挥传统文化传承与思想价值引领的
双重作用

《古代汉语》课程中包罗万象，包含了多少
文人墨客留下的智慧结晶，这些文字语言内蕴藏
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是多民族国家从古至今发展
的优秀宝库。比如，在先秦的经典作品以“论语”
最为著名，其被称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许多旷
世经典名句，直到现代仍然广为流传，更成为了
中华发展 5000 年的道德规范标准。如其中所说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看似简单的道理
用短短八个字描述十分警醒人心，同时，也向后
世传达出为人处世换位思考、同理待人的普世价
值。因此，在古代汉语教学课堂中，教育工作者
在带领学生逐字逐句解析文字背后的语言含义
时，事实上，也是一场与古人之间跨时空的价值
交流与兑换。学生在学习谷雨文字的背后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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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到古代先贤在思想方面的结晶，由此可见，
通过古代汉语课程思政更有利于实现语言教学与
思想政治教学的双重目标，同时，在语言教学的
宝库中也能挖掘更加多样的思想智慧元素，为塑
造学生的正向价值观念提供了宝贵的语言材料。

（二）助推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第一，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古代

汉语一书中所包含的文字内容设计的领域十分广
泛，以《楚辞》为例，在《楚辞》中华丽的辞藻
中无不展现着浪漫，好似一副又一幅充满韵味的
画卷扑面而来。其中的《离骚》更是用词大胆丰富，
其中灵活的句式还采用了比心手法，通过带领学
生全方位地看待诗歌，学生好像也实现了与屈原
的划时代交流，感受到了屈原高洁的品质与对清
廉政治理想的坚持，更能够品悟屈原对于家国的
深爱。而在赏析诗歌的同时，不仅锻炼了学生的
文学鉴赏能力，帮助学生让审美上升一个品位，
更能够让学生在诗歌的浸润下体会传承千年的优
质文化底蕴 [2]。再比如，《左传》中也记录了不
同国家的事实和代表人物的事迹，通过带领学生
研读其中的篇章，更是引领学生穿越了历史长河，
感受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社会变幻形态，在字里
行间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第二，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古汉语
言的阅读和理解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这样的
困难仿佛锻炼学生思维的一种试炼。从语法体系
上来看，古文言文中的词汇应用十分灵活，很多
词汇在不同的语言条件下表达的含义甚至有所差
异，需要学生结合语境精准判断。比如“沛公军
霸上”中“军”字看上去像是一个名词，但事实
上，在这里，需要将其解释为动词“驻军”。在
解读文字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时，也需要学生应
用缜密的逻辑思维，严格遵循上下文的语言语义，
实现逻辑思维的推理。

（三）更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教学任
务

课程思政更加倡导思想政治教育与不同专业
课程之间的相互融合，而《古代汉语》与思想政
治课程之间的相互衔接，重视践行课程思政的一
种模式。例如，杜甫的著名诗作“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就以强烈的对比形式展现了社会现
实，仿佛将社会不公说尽，通过言语的对比，揭
露了社会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而通过研读这类
型的词句，在提升学生理解能力和感悟能力的同
时，更有利于借助语言教学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让学生树立家国情怀，将思想政治元素的内
容贯穿在教学全过程中，打破两大学科之间的壁
垒，为落实高等院校立德树人的教学任务注入新
的力量。

二、大思政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融合思
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优化策略

（一）精准定位双重教育目标
一直以来，古代汉语教学的课堂教学重点集

中在语言知识的传递以及语言逻辑的考察上，课
堂中大多数的学习时间都赋予了词义的解释、语

法的教育、语言的翻译这几个方面，虽然这样的
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学生扎实基础，但在传递传统
优秀文化以及价值引导方面却存在较大的缺陷。
因此，如何能够精准地定位语言素养教育与思想
政治教育的双重教学目标，更显得意义重大。重
塑之后的目标体系，应当在语言文字教学中植入
思想政治元素 [3]。从认知层面来看，需要增添学
生在学习古代文字，对文字背后价值含义的洞察
能力。从技能学习上来看，学生不仅要学会机械
化地解读文本的内涵，更要剖析其中蕴藏的真理。
比如，在程门立雪的故事背后就蕴含着尊师重道
的社会礼仪价值观，而在将相和的故事中，则展
现出了主人公顾全大局的品位与格局。从情感教
育的角度出发，则应当带领学生探究文字背后蕴
藏着的情感精神，跨时代与作者之间产生情感共
鸣。比如，学习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
死其犹未悔”这句词中饱含着屈原对家国的热爱，
更展现出了屈原此人坚守正道的风范。因此，在
古代汉语教学课堂中，教育工作者应当在情感价
值教育、技能教育和知识教育之外，也要精准确
认思想政治融入的航向，能够将提升学生的德育
素养、文化认同感同样作为本堂课程的重要目标，
从而培养学生成长为兼具深厚文化底蕴与正向价
值观的新时代接班人。

（二）在语言文字中挖掘多元思想政治元素
在古代汉语教学课堂中，课本教材中的许多

内容都包含着多元的思想政治元素，需要教育工
作者深入其中，不断地帮助学生挖掘才能更好地
实现同一堂课程的双向教育。

例如，汉语的发展起源要从汉字文化作为切
入点，汉字就是构成古代汉语以及秀美诗词的重
要基石。汉字中的每一个笔画都凝聚了古人来自
生活和思想中的智慧。以“明”为例，这个字分
别由日和月共同组成，正展现出了日月交辉，相
互映照为古人带来的光明。这个字的组合十分巧
妙，其不仅展现出古人细致入微的观察天象，其
中又蕴含着古人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景。可见，在
简单的汉字教学中，也可以启示学生应当心存正
向观念，摒弃黑暗。再比如，可以让学生在字里
行间品悟道德典范，挖掘关于道德方面的思想政
治元素。其中，《论语》就是最好的道德教育案
例宝库，论语中蕴含着许多普世真言，在阅读中
更能够引导学生反思。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人不能仅围绕着个
人的利益，而是要始终坚持正义与道义。这样的
醒世名言中更从侧面告诉学生为人处世的方式，
让学生在对人对事上更能够坚持正向的价值观
念。而在诗词领域中，也同样有着宝贵的思想政
治元素。比如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
词以寄之》其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展现了辛弃疾壮志难酬、一腔报国热情却无处挥
洒的不甘，在品读诗词时，教育工作者也可以从
中深挖爱国元素，让学生带入沙场将士，感悟炽
热的家国情怀。

（三）多元教学方法中植入思想政治元素
第一，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能够帮助学

生构建更加生动和立体的情境，从而在相应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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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环境和情感背景下，让古汉语知识的教学与思
想政治元素无缝隙地衔接。比如，在研读一些古
代的礼仪文化时，就可以将课堂布置成古香古色
的杏坛学府，通过主题课堂的构建要求每一位学
生身穿汉服，遵循古代礼仪作揖。通过这堂课程
的开展，很多学生在朗朗的读书声中都感受到了
古人尊师重道、克己复礼的高尚品质。这样的情
境教学方式更有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带入诗词情
境，拉近了学生与诗词主人公之间的距离，使学
生更深入地感受诗词背后所蕴藏着的情怀和道德
元素 [4]。这样深刻的感悟更能够让思想政治元素
悄然扎根，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学生的脑海中，在
情境中打动人心。

第二，问题导向法。问题导向是一种抛砖引
玉的教学方式，能够通过问题的提出，巧妙地将
其中的知识点衔接在一起，又能够在解答问题的
同时将古汉语知识与思想政治元素有机的结合。
比如，在研读《劝学》这一篇章时，开篇就给出
了这样一句话“学不可以已”，而身处时代发展
的洪流下，在现代信息技术悄然融入教育领域的
同时，学生感受到了知识更新换代如此之快，怎
样才能够在高速度发展的背景下练就一双慧眼，
始终维持本心，持之以恒的终身学习就成为了许
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的痛点。而这篇文章
的开头就直击当代教育存在的问题，不禁引人深
思。再比如，学习“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这句话时，教育工作者同样可以与思想政治相互
融合抛出问题，让学生想一想这句话对大家此后
的发展有何启示？很多学生通过联系自身实践，
也明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只要善于探索
正向成长的道路，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洪流仍然
可以克服困难、学有所创，学有所成。

（四）提升古代汉语教师的思政素养
古代汉语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是确保课程思

政有效开展的关键。作为古代汉语教师来说，在
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知识这一方面的
专长，而是要不断地延伸和拓展自身的知识素养，
能够洞悉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精准的把握时
代发展的脉搏，了解新时代国家对于综合素质人
才的期许 [5]。作为古代汉语教师来说，更应当主
动研学创新的教育理论，能够借鉴民师理论和民
师方法从中汲取养分，在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涵的前提条件下，将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与
课堂思政融合起来。从教学素材上来看，古代汉
语教师可以升职文化底蕴，努力挖掘一些经典篇
章和汉字演变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元素，从中不断
汲取养分，在贴合时代发展的深度下进行剖析，
让思想政治与古代汉语知识之间的融合有迹可
循。除此之外，教育工作者，还应当对一些经典
文献、汉字的演变以及诗词格律熟稔于心，能够
结合情境教学、案例教学或启发式教学等更加多
元化的教学模式，与现代信息技术之间相互贴合，
通过在课堂中引入一些真正的历史纪录片、文化
传承的短视频等方式，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
课堂思政变得更加生动与活跃。最后，教育工作
者还应当以自身的言行作为规范，做好示范代表
作用。能够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中严谨治学、爱岗

敬业，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在课外也可以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古籍的公益保护活动，以自身
行为作为学生的榜样。

（五）以健全的考评体系展现思政育人的成
果

想要实现古代汉语教学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
之间的双向融合，从教学评价体系和机制的构建
上来看，也要实现评价机制的相互衔接。这就需
要构建能够兼顾知识，技能和思想政治素养的综
合考评体系，才能让古代汉语课程思政长效地运
行，更好地反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双向素养。
首先，从考试命题入手，在考试命题中，可以充
分地融入一些思想政治元素，在考察学生对于古
汉语材料解析能力的同时，也可以设置一些延伸
题目，这些延伸题目可以是包含思想价值的论述
题或答辩题。比如，考试题目《岳阳楼记》中就
给出了该古文的片段，其中有一道题目就是要求
学生剖析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思想对于后世的启发。这道题目属于典
型的思辨问答题目，需要学生在了解这句古文含
义的背景下，深度地感受范仲淹对于社会的大义
和服务精神。再比如，在一些日常的课后作业设
计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也可以设计一些与思想政
治元素相关的主题作业。比如，可以让学生通过
对比古代家训和现代家庭教育之间的差异，站在
古汉语的视角下完成一篇小论文。这样的课后作
业不仅能够展现出古代家训在现代家庭教育中的
演变，同时，也能够从中传承一些尊老爱幼、孝
敬长辈的优质传统文化。除此之外，在教学考评
体系设置的过程中，也要将思想政治素养作为重
要的考核指标。考核的过程也不能单纯地以考试
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而是要更侧重于学生
参与的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当学生参加了古籍修
复的志愿活动，校园传统文化的宣讲活动就可以
加分，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励教师与学生都更加注
重思想政治教育与古汉语教育之间的双向融合。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思政发展的背景下，古代汉
语教学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之间的相互融合
已经成为了该科目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更应
当通过努力挖掘古代汉语教学内容中的思想政治
元素、确认双向教学目标、在创新教学手段中植
入思想政治内涵、提升教师素养发挥引导作用等
多措并举的方式，真正达成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
育人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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