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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通识课程自身特点和工程教育认证要求，我们将成果导向教学模式引入轻工类高

校人文通识课程《世界文学名著导读》的教学进程，凝练课程目标，统整课程模块，改进教学

方法，更新教学模式，实现多维评价，增强课程目标达成度，助力新工科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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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we introduce the result-oriented teaching mode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to World Literature Famous Works" in light industry universities, refine the course
objectives, integrate the course modules, improve the teaching methods, update the teaching mode,
realiz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enhance the achievement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help the
training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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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文学名著导读》是我校面向工科专业学生开设的

通识教育核心选修课程，属于人文通识类课程“文学与艺术”

模块。作为人文素养类课程，它对学生学习理、工、文、管、

艺等各学科起支撑和保障作用，课程以人类普适价值为参

照，将世界性和时代性两个重要元素含纳其中，以唤起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带领学生进行古典与现代、中

国与世界的相互观照，培养学生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情

怀。

鉴于通识课程自身特点和工程教育认证要求，我们将成

果导向教学模式引入轻工类高校人文通识课程《世界文学名

著导读》的教学进程，凝练课程目标，统整课程模块，改进

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模式，实现多维评价，增强课程目标达

成度，助力新工科人才培养。

成果导向教育旨在考查学生经过学校教育，毕业后所具

备的适应未来、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它强调对学生预期学

习成果、达成方式以及达成度的评价。它是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的三大基本理念之一，至今仍被视为追求卓越工程教育的

正确方向，切合新工科人才培养的现实语境。课程基于成果

导向的教学模式，对标《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探讨《世界

文学名著导读》课程内容及教学模式的改革思路与方法。

一、课程内容

《世界文学名著导读》总体上以时间为脉络，分六个专

题，按照神话、史诗、戏剧、传奇、爱情小说、成长小说六

个模块，选取世界文学名著展开导读，意在帮助学生对世界

文学形成总体认知的基础上，运用阐释学、现象学、文艺美

学等文艺和美学理论，从文学-文化、哲学-阐释学、科学-社

会学等角度对文学名著展开跨学科研究、比较分析、延展思

考，用以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课程以文化为导向，熔文、史、哲于一炉，既有对文学

审美意义的了悟，也有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追溯，更有对自我、

对人生、对社会的哲学思考，目标不仅在于引领学生维系文

化认同、传承优秀传统、构筑心灵世界，培养学生文学阅读、

鉴赏、理解、表达能力，更在于提升学生人文精神和文化素

养，使之视野更加开阔，心理更加健全，感情更加丰富，对

自我的认识更加明晰，通过翻转课堂、任务学习、讨论争鸣、

演讲辩论、读书汇报等方式赋予学生以求索空间。

在全球化语境中，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坚

守、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也要对世界文化进

行系统性地观照，以便在多元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更加清醒

地建构本土文化主体性话语系统。

课程以时间脉络为经，以同时代东西方文学发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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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为纬，比较鉴别中引导学生形成对世界文学的总体认

知，并对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家和经典作品做深入分析解

读，形成典（经典作品）、线（文学发展脉络）、面（东西

方文学纵横比较）结合的学习模式，旨在帮助学生建立更为

合理的知识平台，以便学生更广泛地汲取世界文学精粹；通

过梳理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文学思潮演变概况，学生

对文学和文化建立全球化认知，以适应世界文化沟通与交流

的时代需要。通过深入分析一批经典的作家作品，学生对世

界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有较深入地分析和了解；运用多种

文学批评方法引领学生领略世界文学的风采，帮助学生铸成

心系民族、胸怀天下、匡世济民、胸襟豁达、旨趣高远的健

全人格，提高学生阅读、鉴赏、分析和评价的能力，提升审

美鉴赏素养，进而提高表达能力。

二、课程目标

课程肩负人文教育的重要职责，以语言文学为核心，通

过引导学生感受、领悟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引领其追问生

存的意义和存在的真相，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培养

学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铸造其完善的人格与人文关怀

意识，陶冶性情、提升品位、濡化灵魂、滋养品格，为大学

生提供“精神成人”的诗意空间，使之树立更远大的学术视

野和人生追求，实现一种完备的、适意的、审美化的生存。

遴选的经典名著作品指向利于学生“精神成人”的维度，引

导学生进入更加深远广袤的精神领地，全面提升人文素养，

开启生存智慧，具体如下：

（一）唤起青年学生的文化自觉

青年学生心智尚不成熟，喜欢刺激，爱冒险，很容易被

陌生而新鲜的异国文化吸引，并不加区分地加以模仿，形成

追求物欲、注重实利、逾越长幼界限、盲目追求自由等不良

品行。鉴于此，本课程的着眼点落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上。

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发现传统文学经典的仁、智、美，唤起学

生的阅读和学习兴趣，鼓舞学生深入阅读和品鉴作品，并阐

明全球一体化的利与弊，达到培养学生捍卫民族文化尊严、

树立文化自觉的效果。

（二）着重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

从本质上讲，很多学生之所以追捧异国文化的原因主要

在于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一旦学生对民

族文化产生了热情，有了深入了解，便会主动地捍卫民族文

化尊严，坚守民族文化自觉。本课程通过引领学生了解东西

方文学的源流脉络，结合品读和鉴赏经典作品，通过比较与

鉴别，学生自然会领悟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美感，伴随着理解

的不断深入，学生的精神与人格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濡染，

民族文化素养日积月累间得以形成。

（三）兼顾世界文化，培养胸怀天下、匡世济民的健全

人格

坚定了文化自觉，丰富了民族文化素养，在此基础上，

还应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视野，本课程带领学生了解和认识东

西方文学经典名著，进行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观

照，发掘其中的思想宝藏和艺术美感，培养学生强烈的科学

意识和人文情怀。

（四）提高学生的辨识能力

教学过程中，引入心理学、哲学、美学、阐释学、读者

接受理论等知识和原理，介绍历代专家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相

似和不同看法，启发学生提高辨识能力，形成正确而独立的

思考习惯。

三、培养特色

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的贡献度及培养特色

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课程思政

通过对经典名著文本的解读，探寻语言背负的文化背

景，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将阐释出

来的文化背景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对接，与专业对接，使教学

更好地契合当代语境，使文本的语用价值得以充分体现，提

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鉴赏能力，充分释放学生灵性，再造语

文学科引力场。

课程突破了以往同类课程以西方经典名著作为授课内

容的局限，增加中国文学经典名著及印度、以色列、日本等

东方文学名著，分专题对东西方经典名著进行比较鉴别，增

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立足和认同本民

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土壤，建立宏阔的全球化视野，给予学生

文化浸润、精神濡养，为学生提供精神成人的诗意空间。

（二）自主学习

课程采用翻转课堂方式，灵活使用课题模拟、项目参与、

社会实践、角色扮演等多种手法，广泛运用任务型教学法，

教师根据授课内容给学生布置专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任务，如

《红楼梦》谶语式表达策略有哪些具体体现，《赵氏孤儿》

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哈姆莱特》：思想与行动争雄、《浮

士德》与人生意义探寻、东西方经典名著比较等，学生组成

学习小组进行自主选题并调研，最后汇报展示。上述方法既

能够培养学生思考、探索、策划、概括、总结、归纳能力，

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又能够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

力。

（三）创新思维

课程在注重学生知识获得的基础上，注重学生的生命成

长、精神建构。教学力求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引导学生开展

多角度的探究性、创造性阅读。教学活动中，教师营造融洽

的气氛，伺机创设研讨情境，在师生、生生之间多边互动，

相互交流，共同研讨和探索，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生生间

经验共享、情感共鸣、心灵融和、人格感召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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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课程设计者、研究者和创

造者，引导学生充分挖掘经典名著中所体现出的智慧谋略、

价值认同、精神趣味、民俗风情等文化内容，以宽广的视野、

学科融合的策略，对文史哲知识进行整合研究，对文学文本

进行创意思考，现代阐释，当代转化，达到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文化创新、春风化雨的目的。

（四）实践能力

充分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调动学生学习和探索的自主

性，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读书交流和汇报活动、演讲比

赛、写作比赛、辩论比赛等校内外活动。

鼓励学生结合学习任务和选题与校内外留学生、外籍教

师进行沟通交流，与校内外专家学者进行访谈。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翻转课堂、自主学习、任务型教学等教学理念为指导

进行教学设计，灵活运用启发式、探究式、协作式、讨论式

等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恰当、充分地使用现代

教育技术手段促进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开展。

任务型教学法将教学任务分为下达任务、自主调研和总

结汇报三个阶段，前期任务向学生描述任务的内容、目标、

进行方式和时间规定等，以便学生在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时

进行自我计划、调整和评价。本课程中，东西方文学和文化

差异的具体表现这项子任务首先以教师示范形式进行，然后

让学生根据兴趣进行分组，通过协作分工进行调研走访，归

纳总结，并汇报展示。其他小组进行提问和讨论，教师予以

点评。

教学手段方面，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运用多媒

体和网络课堂实现信息化的教学与管理，教学设计、日常备

课、课堂教学、课外辅导和学生自主学习、作业领取与递交

以及成绩查询在网络上同步进行，并通过网络课堂给学生提

供经典文本、音频、视频资料，以供学习所需。

将教学资源同步到网络课堂，使教学资源更丰富、直观、

易获得；教学由课堂延伸至网络，使教学更高效；教学评价

各环节更具可视性和量化性，使教学评价更客观。

综上所述，我们对标《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以成果导

向理念为指导，以卓越工程人才人文指标作为预期学习结

果，系统考量人文通识课程《世界文学名著导读》教学内容

与模式，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对学习内容、过程、效果展

开动态观测、集中探讨，以此指导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持续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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