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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倡“活”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把文学当作一门课程来讲授，应该是始于孔子。
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当年创立了六个学科：礼、乐、射、御、书、数，文学是属于“乐”这个学科的。
孑L子当年所教的文学，就是后来被奉为经典的《诗经》，他那个时候叫做“诗三百”，是从西周初
期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里选录出来的。
在孔子出生之前，这些作品就基本定型了，因此可以说是他那个时候的古代文学。
孔子于文学，持功利主义的态度。
他曾经问自己的儿子孑L鲤：学诗没有？
回答说没有。
孔子教训道：“不学诗，无以言。
”一个人不学诗，怎么能和别人交流呢？
而这一点，还只是诗的一个最起码的功能而已。
在孔子看来，诗的功能多得很，也大得很：“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也可以作为观察社会、联系群众、批评时政的工具；可以服务于政教伦理
，也可以丰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
诗既然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和众多的功能，那么讲诗的人，也就没有必要执于一端，而是可以把它当
作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载体，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解读的。
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也可以从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伦理的，甚至是植物学的角度来解
读。
这是古人对于文学的一种实用的态度，也是一种“活”的文学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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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文学教学创新与大学生能力建设》是一部关于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实用理论专著，全书包
括序篇、中篇和下篇四个部分，“序篇”披露大、中学校古代文学教学所存在的严峻问题，以及大、
中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特点与诉求，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全书立论的基本依据。
“上篇”结合古代文学教学的创新，探讨大学生的现代意识、人文精神和健康人格的培养，这是大学
生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中篇”结合古代文学教学的创新，探讨大学生的想象力、创新能力、审美
能力、文学创作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这是大学生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下篇”回顾古代文
学教学的百年历程，探讨古代文学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的创新，这是大学生能力建设的技术保证。
这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方式，体现了作者较为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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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古代文学的特点与诉求二、中学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与问题三、七点建议上篇第三章 古代文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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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大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第九章 古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一、文学创作是大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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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一、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原的方法二、传授写作技巧：解剖的方法三、培养审
美能力：综合的方法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启发的方法五、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比较的方法第
十四章 古代文学教学的百年历程一、20世纪前50年：古代文学教学的自由期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
年：古代文学教学的冰封期三、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古代文学教学的解冻期四、结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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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指导学生阅读根据古代文学材料改编的富有想象力的经典文学作品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创造
性想象》一书的作者奥斯本说：“阅读能为我们提供想象所必需的‘食粮’，并促使想象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欲想从阅读中取得最大的收益，我们就应该对阅读进行选择。
为了知道我们应该阅读什么样的书籍，人们进行了一项很好的测试，即‘首先回答这部书对我的创造
因素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
狄更斯、大仲马、康拉德以及基普林等人的作品是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的。
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一般仅能带来短暂的消遣。
但是一些生动的虚构小说能为我们提供具有丰富营养的创造食粮⋯⋯正是因为这些作品能激发我们的
想象力。
”①他这是针对美国作家而言。
其实，中国文学史上富于想象力的作品很多，由于课时的限制，也不可能都在课堂上仔细讲授，大量
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只能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
而在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中，又有大量的是改编自前代的文学遗产。
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种做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改编于元
稹《莺莺传》，而王实甫《西厢记》又与上两部作品有关；汤显祖的《牡丹亭》故事也有所本。
这些作品与他们的本事之间往往有很大差距，本事简单而据之改编的作品却较复杂，这里就包括很多
作者的想象成分，要学生阅读时注意比较本事与作品之间的差别，对提高他们的想象力很有好处。
神魔小说对读者的想象力开发很有好处，像《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故事虽也有历史的影子，但
主要靠作者的想象。
近现代也有这种改编的范本，像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就是来自于古典文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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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古代文学教学创新与大学生能力建设》从2000年5月申请立项，到2003年5月通过验收，再到2006年5
月完成最后修订，前后经历了整整6年的时间。
它包含了广州大学中文系5位教授、6位副教授和3位讲师多年来在古代文学教学方面的经验和思考，它
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的宗旨，在于通过调查研究，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教学实践，阐述如何通过古代文学教学的创新，
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能力。
关于能力，本书特别列出了想象力、创新能力、审美能力、文学创作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等5项。
这些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与学生的现代意识、人文精神和健康人格的建构密切相关，一方面又与教师
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
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本书在结构方面动了一点脑筋：序篇，为调查报告，系本书立论之基本依据；上
篇，结合古代文学教学谈大学生的现代意识、人文精神和健康人格的建构，这是大学生能力建设的基
础；中篇，结合古代文学教学谈大学生的想象力、创新能力、审美能力、文学创作能力和学术研究能
力的培养，这是大学生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下篇，谈古代文学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的创新，这是大
学生能力建设的技术保证。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本书的“复审意见”中说：“本书的框架结构很好；有调查，有实证；涉及面
意义重大而深远。
”在“终审意见”中说：“全书从不同侧面对创新古代文学教学和提高学生的素质、能力作了探讨，
对改进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有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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