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概论(1)》

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98011 总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名称 文学概论(1)

课程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1)

适用专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

先修课程
（7100711）现当代文学史（1）、（7114421）中国古代文学史（1）、

（7094101）外国文学史（1）

开课部门 文法学院中文系

二、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针对我校文法学院中文系本科生开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

课程性质为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

欣赏、评论文学作品的能力，提高文学素养，正确地分析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为

学生学习其它文学课程、进行文学实践活动（创作和批评）以及从事语言教学、文

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

课程目标 1：学生应系统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了解并掌握文学的本

质、特征、功能、发展、创作、风格、作品、语言、鉴赏、批评等基础理论。能够

正确分析、研究与评价文学作品、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增强

文学批评能力。

课程目标 2：培养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为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课程思政目标：学生应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

正确理解评价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建立文化自信。

三、教学基本内容及基本要求

作为文学的基本原理和文学理论基础，文学概论以人类一切文学现象作为研究

对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它的主要特点是抽

象性、广博性和对实践的依赖性。在教学过程中应重点阐述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内部规律，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明确概念，领会原理，

掌握体系，学会理论思维，注重分析运用，这是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的基本原则和

方法。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对于教师来

说，讲课应具有指导性、启发性和示范性，讲课时应突出重点、难点，注重理论与

具体作品的结合，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阐释抽象概念，而不应就理论讲理论。本

课程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相关理论书籍，逐步培养起抽象思维能力，能够自觉地运用

理论分析理解具体文学现象。

第一章：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

教学内容：

文学理论的性质；文学理论的形态。

思政元素：

文学是“人学”，文学的理论思考也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

教学要求：

掌握文学理论的学科归属及性质，掌握文艺学分支学科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理解文学理论的集中主要形态。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教学内容：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

思政元素：

以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作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

教学要求：

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状况。

第三章：文学作为活动

教学内容：

活动与文学活动；文学活动的构成；文学活动的发生和发展。

思政元素：

文学活动的本质是人的活动，文学活动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人的能动性、创造性。

教学要求：

理解文学活动与生活活动的关系，文学活动在生活活动的位置；掌握文学活动

的构成；掌握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第四章：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教学内容：

文学概念辨析；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

思政元素：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始终是关注和反映现实的。

教学要求：

理解并掌握文学的三种含义；掌握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掌握文学的话语

蕴藉属性。

第五章：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

教学内容：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基本属性；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

思政元素：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

教学要求：

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的基本属性与价值取向。

第六章：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

教学内容：

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生产；文学创造的主体与客体；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

思政元素：

文学作为精神生产，体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教学要求：

理解精神生产、艺术生产、文学创造的客体，文学创造的主体等基本概念；掌

握文学创造是特殊的精神生产；掌握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

第七章：文学创造过程

教学内容：

文学创造的发生阶段；文学创造的构思阶段；文学创造的物化阶段。

思政元素：

文学创造的现实性问题，文学创造的来源是社会生活。文学创造的民族性、人

民性。

教学要求：

理解文学创造过程三个阶段的概念，掌握文学创造过程三个阶段的含义及特征。

第八章：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教学内容：

艺术真实；情感评价；形式创造。

思政元素：

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

教学要求：

掌握文学创造作为认识活动的艺术真实与艺术概括的原则；理解作为审美活动

的情感评价与形式创造的原则。



四、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第一章 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 2 2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

文学理论建设
2 2

第三章 文学作为活动 6 6

第四章 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6 6

第五章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 2 2

第六章 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 4 4

第七章 文学创造过程 6 6

第八章 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4 4

合计 32 32

五、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本课程为基础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联系实

际的能力。鼓励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自觉进行文学理论实践，要求学生有意识地观

察并思考身边的文学现象、文学问题，以创作、评论等方式将理论学习与文学实践

活动相结合。

六、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和文学理论实践写作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课堂

讲授充分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做到直观、形象、深刻。

1.以课堂充分讲解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结合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

学的社会责任”、“中华美学精神”、“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开展教学活动，培养学

生的爱国、正直、进取、包容的精神和情怀，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推荐学生阅读中外文学理论书目，布置相关研究题目，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研究性学习并进行课堂展示。

3.根据所学习的内容，布置相关的文学理论探究、文学评论写作，按要求完成

作业，择优进行展示。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进而培养和提升

其审美观和价值观。



【实践内容】

1.写作训练：根据所学文学理论内容，联系现实文学现象进行文学评论写作训

练。

2.小组研究展示：进行研究性学习，进行研究成果的展示和讨论。

【标准与要求】

1.要求能够准确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和思考现实文学问题，撰写文学评论，具备

一定的表达能力和理论深度。

2.具有合作学习与研究性学习能力，能够深入思考理论问题并深入浅出地进行

讲解展示。

七、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文学理论》（第二版），主编王一川、胡亚敏、谭好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

民出版社，2020 年 9 月，ISBN 9877040543629。

2.参考资料：

《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6 月，ISBN

7040122790。

《文学散步》，龚鹏程著，东方出版社，2015 年 1 月，ISBN 9787506076319。

八、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总评成绩以百分制计算，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

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实践环节等，占总成绩的 40%；期末

采取闭卷考试形式，占总成绩的 60%。考查内容除了专业知识和能力外，还涵盖课程

思政内容，体现立德树人要求。

九、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李 颖

大纲审核人：王德岩

开课系主任：王德岩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袁凤识

制定（修订）日期：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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