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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痀偻承蜩》

在《大学语文》思政教学改革中的落实方案

2020年 5月 28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的通知（教高〔2020〕3号），明确指出公共基础课程思

政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之一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教育引

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

《大学语文》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的人文素质教

育核心课程。除了达成知识目标，更重要的是实现素质目标：阐释

人文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欣

赏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融合文化内涵，提高文化素养的同时，树立

正确的三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修养，使以文化人得以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与高校课程思政的

培养目标相一致，《大学语文》课程作为大学课程思政建设的载体

有着独特的优势，是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渠道。

我院目前所使用的《大学语文（第四版）》是由徐中玉主编，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出版的图书。本教材按照文体编排了单元，

分为诗歌、词曲、议论散文、文学散文、小说等五个单元。

首先，从教至今，我已经当了 31年的语文老师，对于课程思政



融入大学语文，我先谈谈我的理解。

（一）时代背景赋予大学语文的思政教育功能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更注重在语文学科中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因子，使学生在接受知识信息的同时，能在思想认识方面得

到提升。在通过大学语文课程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础上，应

注重突出其思政教育功能。无论是欣赏古典文学作品，还是学习赏

析现代文学作品，都要精准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不仅要培养

知识广博的大学生，还要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

责任感。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是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面对高度发达的科技创

新和急剧变化的社会，每个人都要正确处理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

21世纪人才素质的基本要求是：要具备较高的人文精神、道德品质

和优化的知识、能力结构。高校的根本任务在于落实立德树人。课

程思政建设工作要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深入挖

掘大学语文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注重在潜

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

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其次，课程思政背景下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我觉得应该从以下三

点入手：

（一）从引导政治认同与社会发展入手，培养学生的正确的历



史观和价值观

政治认同与社会发展是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内容。在

思政教学的融合方面，教师采用文本阅读、口才演讲、应用写作等

方式，引导学生将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作为政治认同的对象，并在此

过程中实现学生爱国思想情感的培养。比如口语交际教学，教师有

意识地设计时代精神、民族自信等主题，让学生围绕这个主题进行

深入思考，将文化自信移植到语言表达实践中，可以提高学生的思

想政治素养。

（二）从培养家国情怀入手，培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精神

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教师还应重视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和

思想境界。学习传统文化时，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辩证

的眼光客观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因此，引导学生全面认识和理解

我国传统文化，给予学生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促进学生的责任与

担当精神的培养，从而实现思政教育的有效渗透。

以辛弃疾诗词鉴赏为例，从教学目标的提取、教学过程的精心

设计、课堂教学的拓展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在抒发报国之志时，

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马革裹尸

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等，无不豪气冲天。在他南归的

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

建康赏心亭》。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

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



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

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

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

壮烈情怀。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

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这是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也是时代赋予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精神。教师引导学生对其作品进行

欣赏，领悟到他的家国情怀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三）从如何做人做事入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工匠精神）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深化职业理想和职

业道德教育。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自觉实践各行业的职业精神

和职业规范，增强职业责任感，培养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诚实守信、公道办事、开拓创新的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

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进一步教育和引导学生弘扬劳动精神。

《痀偻承蜩》是《庄子》中一篇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

庄子以“寓言故事”，推导哲学理论和方法理论。通过课堂交流讨论，

学生认识到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我们心无旁骛的认真做个一年半载，

把别的诱惑、爱好暂时收敛和压抑一下，那肯定是可以取得很好的

成绩的。客观上，佝偻老人的体质没有办法和一般人相比，但是他



在捕蝉这件事情上却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水平，主要原因就是专一

和刻苦。教师进而引导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要本着“以工匠之

心，做工匠之事”的心思，在学习和工作中践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通过师生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学生由此更深一层观之，宇宙万

物，处在同一个巨大系统之中，具有共同的道理（普遍规律）；人

们利用、改造、协调事物，具有共同的方法。再进一步升华，学生

要用一种普遍联系的思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指导自己未来人生

正确的发展道路，体会中国哲学思想的深邃以及学习大学语文课程

的实践指导意义，并在此过程中树立起正确职业价值观的高度认同。

最后，通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实践，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是开展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的

应用之义。汲取古圣先哲智慧的结晶，充分挖掘经典作品中的立德

树人、礼仪道德、仁爱精神、文化自信等主题，让学生们懂得敬畏

生命、自觉修身，既能乐观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怀有开阔的胸襟，

又能找寻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以及最为重要的支撑我们不断

勇于奋斗、砥砺前行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