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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文学概论”是日语专业的必修主干课程。鉴于文学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文学类课程具
有较高的思政价值。在进行“日本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时，教师可从时代背景、中日文化交流史、文学审美等方面挖掘日

本文学中的思政元素，采用三步教学法，对教学过程中的重难点加以区分，将知识传授和价值观引领自然地融为一体，以

落实好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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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教育
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近年来，各专业教师对课

程思政十分重视，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很

多问题，从理论层面解释课程思政相对容易，但落

实到课程实践层面就比较困难［１］。专业课程是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要深入梳理专业课教

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

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

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２］。“日本文学概论”

是日语专业的必修课程，对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具

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对该课程思政实施方法的研

究成果仍不多见，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探析。

１　外语专业文学类课程的定位及其思政
价值

关于外国文学类课程的定位，２０１８年教育部
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可以说是个分水

岭［３］。在《新国标》发布之前，外语专业普遍存在

重“工具性”轻“人文性”的特点，“文学无用论”

盛行，文学课演变为以文学文本为教材的语言技

能课。众所周知，相比其他专业，外语专业有着双

重特性。首先，语言是交流传播的工具，这是语言

的工具性。但同时，语言又是思维的载体，总是在

表达着情感、认知、信息、诉求等，此乃语言的人文

性。在早前“重工具性轻人文性”的学科定位下，

外语专业文学类课程的课时被压缩，与听说读写

类技能课程相比，沦为了陪衬的角色，甚至几乎沦

落到了被遗弃的境地［４］。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语

专业培养的学生普遍存在思辨能力弱、人文素养

较低等特点。对此现象，外语界的许多学者都曾

撰文进行深入剖析，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说，

在《新国标》之前，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都偏工具

性，以使学生“能够掌握并熟练运用外语的能力”

为主要的人才培养目标。

而语言能力的要求在《新国标》中所占比重

则降低很多，文学赏析能力、人文素养等词在《新

国标》中被反复提及，其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此外，《新国标》还对外语各专业的课

程设置做了调整，将文学导论、文学概论、文学史

等列为必修课程。如“英语文学导论”“德语文学

概论”“日本文学概论”“法国文学概论”“俄罗斯

文学史”“专业外语文学史”等课程都是《新国标》

中规定的各语种专业必修课程。从新旧国标的调

整可以明显看出，文学类课程的地位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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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学就是人学［５］，其教学内容包括了

对文学史的梳理、作品赏析、作家分析、文学审美

等。其内容归根结底都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观察和省思，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性与思想性。

这对旨在引领学生思想成长、塑造青年人价值观

的课程思政而言无疑是很有力的抓手，具有高度

的思政价值。

２　“日本文学概论”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曾指出：课程思政

不能表面化、硬融入，要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

素［６］，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没有素材，即便有再好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都是空

谈。思政元素的挖掘是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最关

键的一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要求各专业的课程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

势，深度挖掘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

和精神内涵，从课程所涉专业、行业、国家、国际、

文化、历史等角度，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

升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２］。“日本文学概论”

这门课程主要讲授的是日本文学的发展脉络，各

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文学审美等。该课

程的思政元素，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挖掘。

２．１　文学时代背景中的思政元素
文学的发展与其所属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日本作为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其从古至今的

发展与我国关系密切，其文学的时代背景中蕴含

着许多可利用的思政元素，这些元素可充分激发

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例如，在日本的上

古时期，我国大陆的农业文明传入日本，日本的生

产力由此得到了极大提高；我国儒教和佛教的传

入促进了日本律令政体的发展，圣德太子在儒佛

经典的影响下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宪法十七

条》，并推动了日本在思想、美术、建筑等方面的

发展［７］；古代日本对我国汉字的大量借用；唐朝

文化对日本中古时期的多方面影响；以我国汉字

为基础创造出的假名文字及其对日本文学的影

响；我国禅宗的传入对日本中世时期佛教、建筑、

五山文学、茶道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的朱子学对日

本近世时期幕府统治的影响等。以上提到的时期

均属日本的古代。这些知识元素，不仅可以让学

生了解日本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还能极大激发

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与古代相比，日本近代文学时代背景中的思

政元素依旧丰富但又有所不同。日本自 １８６８年
明治维新之后短短几十年便发展成了东亚强国。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的清朝晚期。这一

时期，不仅是日本历史的重大拐点，也是一千多年

来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此时的日本，一改对中国

学习、模仿、尊崇的姿态，转而在诸多方面对中国

采取欺辱、鄙夷之姿态。给我国带来极大灾难和

惨痛记忆的侵略战争自不必说，清政府的保守腐

朽与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所形成的鲜明对比，福

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等，都可以作为思政教育

的抓手。通过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可将“落后

就会挨打、高质量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价值观传

递给学生，帮助学生建立起努力奋斗、自强不息的

积极人生观。

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剧烈
变化。日本在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战后恢复期便开

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并于２０世纪中期进
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其经济发展进入停滞期，

直到２１世纪才又进入缓慢发展期。而在同一时
期，我国则从二战结束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状

态中起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后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历史时期，通过几代人的

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如今综合

国力名列世界前茅，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及影响

力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作为一个国家和地

区社会发展的写照，对此亦有体现：芥川龙之介所

著《上海游记》中描绘的满目疮痍的中国；大江健

三郎对中日和平友好的积极推动；随着我国经济

的发展，以描写现代生活方式见长的村上春树作

品在中国的畅销等。这些不同时期的日本作家及

作品不仅展现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还见

证了我国从弱到强、从落后到进步的发展历程。

笔者在多年的授课过程中，每每在时代背景这一

环节中进行以上思政输出时，都能感受到学生的

感动和震撼。这种震撼不仅触及学生的内心，也

对他们专业知识的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激发

了学生专业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这无疑具

有“双赢”的效果，达到了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融

为一体的效果。

２．２　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思政元素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讲文学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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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地会提及不同时期的文化。而中日两国在文

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蕴含着大量思政

元素。例如，在讲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古事

记》时，应向学生介绍该作品是用纯汉字书写的，

强调我国汉字对日本文学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

响。在讲中古文学时，可提及奈良和京都这两个

朝代的首都都是仿照我国古都西安建成的，许多

寺院如奈良的东大寺是模仿我国佛教的寺院兴建

的。此外，奈良时期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１９次由
数百人组成的遣唐使团，包括留学生、学问僧以及

各类专业人士等，无论是派遣次数、时间长度、还

是交流内容的广度等，都可谓是中日文化交流史

上的空前盛举［８］。新冠疫情期间中日两国互赠

的抗疫物资上写着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

无衣，与子同裳”等，这些感动了无数中日人民的

汉诗都是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留下的印记［９］。

近世时期的德川家康将我国儒学定为统治国家的

官学，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将

《论语》视为自己的第一经营哲学和为人之道，

《论语》被选入日本的中学国语教科书，是日本中

学生“国语”科目的必读内容。此外，日本对我国

茶文化、中医、丝绸、瓷器、建筑、指南针、印刷术、

火药等多方面的学习等，这些无不证明了中华文

明的灿烂辉煌及开放包容。可以说，中日文化交

流史就是一个课程思政的宝库，其中的思政元素

数不胜数，可供教师深入挖掘。

２．３　作品题材中的思政元素
在讲授文学类课程时，对作品的阅读和赏析

是教学的重点之一。而在日本文学作品中，题材

或内容与我国相关的不胜枚举。对此，王向远教

授曾提到：中国题材在日本文学“异地移植”的历

史，是与整个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相伴随的，至今

已经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都没有中断，至今仍繁盛不衰［１０］。《古事

记》中大量的中国神话元素；《怀风藻》中的汉诗；

《万叶集》中模仿中国诗歌的作品；《源氏物语》中

反复出现的白居易的诗文；《平家物语》中大量引

用的中国典籍；《今昔物语集》中取材自中国的众

多故事；五山文学时期僧侣文人创作的大量汉诗；

“俳圣”松尾芭蕉直接摹写的杜甫和李白的诗句；

等等，这些作品内容的选材，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文

学的影响力，是有力的思政抓手。

到了近世，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在强调日本

文学的主体性时，对中国文学观展开了深刻的批

判，日本文学界和思想界开始出现排斥中国文化

影响的动向。近现代文学时期，无论是福泽谕吉

所提出的“脱亚论”，抑或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

记》等，其内容和观点都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不

屑与鄙夷。据粗略统计，从明治维新到１９３７年日
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近７０年间，来华旅行过
的日本文学家就有５０多人。这些文人来中国的
动机和目的各不相同，或为了工作、考察，或是为

了寻找题材与灵感，或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总

的来看，在他们来华后写出的作品内容中，都展现

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但却对现实的中

国社会感到失望，对现实的中国人表示不屑甚至

蔑视［１０］。以上这些随着日本国力强大之后出现的

文学作品的题材从反方向说明了“只有变得强大才

能获得他人尊重”的道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我们只有持续奋斗，坚持独立自强，让自己变优秀，

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

运动”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谈到，奋斗是青
春最亮丽的底色，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但

没有任何一次苦难能够打垮我们，最后都推动了我

们民族精神、意志、力量的一次次升华［１１］。从日本

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中可提取的这些思政元素与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完全一致，可以极大地激

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２．４　文学审美中的思政元素
无论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时

空，在道德情操、人生观、审美等方面引发读者的

思考和反思，从而提升认知、获得精神上的成长。

外语专业文学类课程中所学习的都是各国文学的

经典之作，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在讲解作品时，

我们应注重挖掘其中的真善美元素，给学生以积

极向上的引导。例如，《万叶集》的诗歌中所表现

的人类质朴真挚的情感之美、劳动人民的勤劳之

美；《源氏物语》所体现的物哀之美；《平家物语》

对人生无常、珍惜当下、国家兴亡与个人命运关系

等方面的描写；《枕草子》对大自然美的描摹、对

日常生活的细腻而美好的感受；《徒然草》中所呈

现的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睿智且充满思辨的自

省力、理性又不失感性的生活情趣；菅原道真所作

的汉诗对贪污腐败的批判、对学问的追求；松尾芭

蕉的俳句所展现出的“诗与远方”之美；川端康成

作品中所描摹的传统之美、乡愁之美；大江健三郎

作品对战争的批判及对和平的追求等普世价值和

社会情怀；村上春树作品所体现的青春之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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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任何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都充盈着较高的

审美价值。文学中所蕴含的这些审美价值对于培

养学生高尚的人格修养与情操、对于提高学生的

人文综合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文学类课

程思政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元素。

３　“日本文学概论”课程思政实施方法及
重点

课程思政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及品德教育，其

最终目的是立德树人。但是，文学类课程毕竟不

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润物无声地将知识传授和思

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教学实施的重难点包括以

下方面。

３．１　教学实施方法
课程思政不应是零散无序、随意进行的，而是

要在教学过程中做到目标明确、有条不紊，才能取

得预期的效果。以“日本文学概论”为例，可分三

个步骤展开教学，即教师的引领与串讲、学生的阅

读与讨论、师生共同参与的总结与反思。在这三

步中，每一步都伴随着思政，让思政教育无形地渗

透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

以日本平安文学为例，此部分内容约需６个
课时，分别是“教师的引领与串讲”３课时、“学生
的阅读与讨论”２课时、“师生共同参与的总结与
反思”１课时。在前３个课时中，教师先对该时期
日本文学的时代背景、发展概况、代表作品等进行

整体上的概述及串讲。这一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

主要依托前面所述的各个方面的思政元素，教师

应在备课时准备和设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

以便在串讲到相应的内容时有条不紊地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输出。第一步的教学完成之后，进入

第二步“学生的阅读与讨论”环节。在此环节，教

师组织学生对该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阅读和讨

论，引导学生从文学的审美、人物的人生观价值

观、作品的主题、中日文学的对比等多方面进行深

入思考，并在课堂上进行分组汇报和讨论。需要

阅读的文学作品于开学初提前布置给学生，给学

生足够的阅读与思考时间。每部作品的讨论主题

可以设定为一至两个，让学生围绕这一主题阐述

自己的观点。例如设定“《源氏物语》中有哪些中

国元素”“紫式部的汉文学修养有多高”“福泽谕

吉的《文明论概略》能给当代中国青年带来什么

启示”等讨论主题，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并进行讨

论。这些讨论的主题已在大方向上为课程思政做

好了铺垫。在此步骤中，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

化、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民族自豪感、文化自

信、与真善美相关的关键词等会高频地出现在学

生的讨论发言中，进而对学生产生影响，取得了润

物无声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第三步，回到由教

师主导的课堂中，进入“师生共同参与的总结与

反思”环节。外国文学课程所学习的毕竟是外国

作家的作品，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与我

国作家作品不尽相同，因此教师的把控和引导十

分重要。在此环节中，教师应对本章节的知识进

行概括总结，帮助学生厘清章节内容的重难点，同

时结合知识点再次归纳本章节中与思想政治教育

相关的思想精华，夯实课程的立德树人功能。

３．２　教学实施的重点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出，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无论教学

手段和技术如何先进，教师始终是课堂的核心人

物，是课堂的组织者，同时也是思想的引领者。而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思想的引领是关键。要

通过外国文学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

观念传递给学生，首先需要教师具备从外国文学

知识中挖掘思政元素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背后

则需要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此乃本课程思政的

重点之一。如前文所述，“日本文学概论”课程的

思政元素涉及的知识面较广，不仅需要教师有过

硬的外语能力，还需具备涵盖历史、人文、文学审

美等多领域的知识积累。众所周知，外语专业教

师大多语言技能较强但历史人文等综合知识能力

较弱，因此这一点实际上考验的是教师不断突破专

业壁垒的学习能力。第二个教学实施的重点则在

于教师对课堂教学每一步的综合把控能力。在外

国文学的课堂上，学习的毕竟是外国人写出的作品

和思想成果，因此思想上的引导尤其重要。无论是

第一步的总体串讲、第二步的组织讨论，还是第三

步的总结反思，都需要教师显性或隐性的存在，教

师都需要对课堂的思想政治教育走向进行总体把

控。综上所述，在当前立德树人以及新文科教育背

景下，外语类教师应紧跟时代步伐，秉持终身学习

的理念，不断打破自己固有的知识边界，同时落实

好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

真材实料的、有理有据的课程思政。

４　结语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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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１２］。外国文学类课

程学习的是他国的文学和文化。如果没有对思想

政治教育策略的深入分析和设计，则有可能会陷入

失去本国立场和思考的境地中。但另一方面，外国

文学恰恰也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政元素，与基于本

国文学或文化展开的思政角度不同。我们应秉持

中国人的视角，深入挖掘外国文学课程中的思政元

素，认真设计教学实施方案，让外国文学类课程成

为坚定学生文化自信、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有力推

手。同时，我们还应充分发挥文学类课程的思想性

和人文性，塑造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培养学生

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人文素养，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合

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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