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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国学#课程正式进入中小学课堂以及国学热的持续发酵&迫切需要能够承担这门课程的合格教师&因此&为中小

学培养国学基础扎实的语文教师也就成为了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侧重点&这个新的变量

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有着尤为深刻和密切的关系(它不仅牵涉到古代文文学课程教学目标的重新整合*教学内容的筛

选取舍&也关系到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的改革与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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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

世纪
A"

年代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在
$"

年代的继续延续和发展&进入
!#

世纪以后&在中国

社会便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国学热#的萌芽&直至

!""C

年央视的-百家讲坛.节目将其推上巅峰(这

场伴随着传统文化思潮而强势来袭的"国学热#不仅

是我们民族对自己文化之根的找寻和精神家园的回

归&也是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带

来的一些弊端和负面效应的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反

思&同时还是对当今社会和世界再造中国文化的一

种热切的期望(当前&伴随着"国学热#的国学课程

早已进入中小学的课堂&整个社会也掀起了关注学

习"国学#的热潮&各种讲座*报告*书籍*竞赛*访谈*

研讨*展示等等&不一而足&人们普遍形成了这样一

个观点'只有善于维护自己文化生命本根的民族&才

有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且不被世界历史潮流

所淹没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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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国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无法割

舍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文史哲相辅相成*

浑融一体的前提下就更是如此(因为"经典$原典%

呈现的乃是整体思维的智慧'尤其经历数百年甚至

数千年仍能流传下来的著作乃表明其已具有超时间

的永恒价值(作为传承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经典&

皆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经典著作多呈现出

一种混沌未开的智慧状&后人可从同一部经典著作

中习得哲学*美学*文学*逻辑*历史*伦理乃至自然

科学层面的东西(#

+

#

,而目前随着国学教育走入中小

学课堂&需要为中小学配备具有扎实国学基础的语

文教师&还要对现有国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进行

国学培训&然而"大部分语文教师其实并没有专业的

国学素养&在国学方面也没有多少钻研的动力&中小

学教师很多时候只能对着课本照本宣科&这样自然

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

+

!

,国学师资力量的薄弱*滞

后&难以满足国学教学实际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国学课程的开设及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为中

小学培养国学基础扎实的语文教师也就成为了高等

师范院校中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和

侧重点&这个新的变量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有

着尤为深刻和密切的关系(它不仅牵涉到古代文文

学课程教学目标的重新整合*教学内容的筛选取舍&

也关系到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的改革与新变(

总之&为了深化与强化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国学#要

素&彰显其"国学#色彩&需要创建新的课程体系&搭

建新的课程平台&按照经史子集四个模块进行构思

与设置(具体策略如下'

一"经部***儒学经典

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

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

"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

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重要书目如'-周易.*-尚

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

雅.*-孟子.等等(

经部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儒家

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梁启超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中

国几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若把儒家抽去&中

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

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

家(#

+

%

,至于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就连法国启

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著名学者狄德罗都高度评价

说'中国的"五经#是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而且备

受尊崇的文彩横溢的巨著!-四书.是评论-五经.并

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

+

H

,儒家经典尤

其是四书五经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文明

之源&不仅是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据&指导着

我们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也教导着我们

治国理家的基本原则(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普世价

值和当代价值&既可以放之四海而成为全人类的共

有精神财富和道德资源&也可以行于当代成为疗救

当下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一味"良药#(

-周易.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

德(#

+

&

,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多了解领会先圣前贤的

言论和行事&才能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使自

己成为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因此&学习儒家经典&攻

读四书五经就成为古代文学及国学的主要学习内容

之一&它的重要性和难度均不容轻视(然而这些经

典均为先秦时期的作品&历时久远&对于今天的学生

来说有着语言文字和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差距和隔

阂(而且它们卷帙丰浩&思想博大精深&无论是数量

上还是内涵上均让学生望而生畏(因此&结合古代

文学的教学内容&注重所选篇目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将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精髓纳入进来&首先就要筛

选既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水平&又与当今的

国学教材有所关联的经典作品来讲授&如-周易.*

-尚书.*-礼记.*-诗经.*-春秋左传.*-论语.*-孝

经.*-孟子.等(尤其是作为儒家传统的孔孟之道&

正如梁启超所说'"-论语.-孟子.是两千年国人思想

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

+

G

,

&更是其中

的重中之重(这些内容主要围绕着孝悌礼仪*修身

养性*仁政王道*家国天下*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

不仅让学生学习体会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辞之美*

情感之美*生活之美*礼俗之美&认识其中的文学价

值&还要让学生从中学习古代历史风烟骀荡中所取

得的成败得失的规律与经验&见识感受古人的哲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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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能力和广博深刻的思想智慧&从而使其开拓眼

界&增长见识&丰富思想&启迪智慧(初步理清中国

传统文化发展源流之一的儒家文化的基本脉络&寻

找其思想源头&领会其思想要义&感受其思想魅力&

认知其文化价值和当代意义(

由于课堂教学的有限性&为追求学生学习效果

的最大化&教师和课堂主要本着精讲的原则&大量的

学习内容在教师的引导下以组织学生课余有计划的

读书来完成(同时&还以小组或宿舍为单位围绕读

书内容进行相关的主题研讨&以此来加深学生对学

习内容的理解和领悟&而且这样也能充分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的热情和自觉性&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此外&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学生组织

参与一些与学习内容相关的活动&如历史故事串讲*

礼仪习俗展示*主题思想辩论*诗文翻译竞赛等(这

些活动不仅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他们组织活动的能力&还能使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

程中更深入的体会学习的内容&巩固学到的知识(

二"史部***史学经典

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

"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

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

"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

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

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国学大师钱穆说'"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

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

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

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

C

,

!

"故欲知

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

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

C

,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历

史学习和研究对于凝聚民族意识*深化国家情感的

重要性(曾开创了大唐盛世000贞观之治的唐太宗

李世民也通过自己打天下和统治天下的深切感受得

出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

A

,的不俗见解&使人了然

史籍经典对于朝政统治的重要作用(而且&作为传

统文化重要典籍的史籍还蕴含着人间"大道#&贮存

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灵魂&延续着一个民族的精

神文化血脉(故"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

史#

+

$

,

(而真正的亡国悲剧不是国破家亡&而是其史

籍被焚毁&史料被湮灭&再也无从查找重整(就如晚

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

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

#"

,

正是因为"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

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是乎在(

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

+

##

,所以&中国古代

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重史*尊史的悠久传统&不仅

很早就建立了较为严格的史官制度&形成了一整套

固定不变的新朝为旧朝修史的规矩做法&也沿袭着

每遇家国大事总要先向祖宗成法寻求叩问的惯例(

那些被鉴定为是值得信赖的正史或良史的典籍&往

往就会成为评定*裁判或者预设事物得失成败的重

要依据&同时&还会成为古人学习研究治国齐家平天

下的主要素材(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丰

富博杂的历史著作不断涵养着国人深沉睿智的历史

观和家国观&锤炼着民族智慧&凝练着民族精神(可

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源源不断的丰富史实&

延续了我们的民族血脉&构筑了我们的灵魂家园(

因此&这一部分的经典著作也是学习研究国学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同样由于该部分卷帙

浩繁&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首先需要进行内容筛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能够兼顾文学与史学价值的有

-战国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此外&要

对精选的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拓展挖掘&在感

受这些历史典籍的文学特色和艺术魅力之外&还要

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原始样貌以及前因后果*

动态趋势放在历史的平台上进行研究认知(不仅为

文学的发展寻找到多样化的条件和外在因素&还能

培养锻造学生丰富博大的史学视野和发展变化的历

史眼光(在古与今*内与外*因与果之间搭建起一座

联通的桥梁&从而深化学生的认知水平(

同样由于课堂教学的有限性&大量的历史典籍

需要引导学生从课余阅读中获取&读书会和分组专

题研讨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是学习的主要助

力之一(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历史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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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如各种历史文化古迹*历史博物馆*民俗馆*

山川名胜等进行实地考察和参观访问&在缅怀瞻仰

历史遗迹的环境氛围中更生动更鲜活地感受历史的

厚重与深邃(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听取相关的学

术报告&与历史专业的同学相互沟通交流&围绕多项

主题如服饰*官职*时令*民俗等进行知识竞赛(最

后&还可以根据学生兴趣组织编排表演还原历史真

实样貌的小剧&针对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文学

性与历史性等问题进行研讨辩论&思考其成败得失&

打通历史与文学*古代与现代&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总之&"国学热#下古代文学的教学策略就是要

在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加注国学的份额&无

论是教学观念的定位*教学内容的筛选&还是教学方

法的尝试都要因此而产生一些变动改革(不可否

认&这样的教学策略就是要把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

与国学课程尽可能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古代文学

的教学中尽可能多地释放出国学要素&体现出国学

特色&将文学与国学均作为课程的教学目标与考查

维度&以文学搭建平台&重点展示古代文学除了文学

价值之外的史学价值和哲学价值&再现文史哲三位

一体的课程特色(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是努力地想

要把文学从史学和哲学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独立

的存在&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与规律(而现在&由于

国学强调融通性&我们则是要还原文学与史学和哲

学彼此融合的原始状态&恢复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存在模式&使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的同时&也能领

会和感受传统史学与哲学的魅力&将文学的美好与

情感同史学的理性悠远*哲学的睿智深刻一同植入

心灵和思想的深处&在学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

基本的国学素养&为其在未来的某一天胜任中小学

的国学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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