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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选读》课程教学方法及模式探究——以《战争与和平》为例 

庞新坤 

华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  河北唐山 

【摘要】论文通过分析《名著选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战争与和平》课程为例，探讨了《名著选

读》课程教学改革举措。通过优化课程教学目标以及探究课程线上导读+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和方法等，激发了

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名著阅读能力和欣赏水平。论文的研究可为《名著选读》课程教学提供可参考案例，

有利于促进《名著选读》课程教学快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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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models of Selected Classics—A case of War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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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urse of "Selected Reading of Masterpieces" and taking the 
course of "War and Pea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of "Selected Reading of 
Masterpieces". By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and exploring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and method of 
online guidance and offline teaching, which will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nd appreciation level of masterpieces. The research of the thesis can provide reference cases for the course teaching of 
"Selected Reading of Masterpieces", which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rapi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rse teaching 
of "Selected Reading of Master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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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多读书，读一本好书”的科

学理念，我校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到《名著选读》课程建

设中。阅读名著有利于学生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提高文化品位，为学生身心发展和对人性、对世界的探

索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完善自己的精

神世界，为健全人格提供了借鉴和经验，学生在学习中

受益良多[1,2]。正因如此，国内大学均开设了相类似课程。 
目前，我校《名著选读》课程大部分仍采用传统的

教学方式、方法，导致教师课程教学困难，教学效果不

显著，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不能够有效地进行自

主阅读和主动阅读，为此，亟需开展《名著选读》课程

教学改革，旨在为教师课堂教学方法和模式提供建议

和参考，提高《名著选读》课程教学水平和质量，同时，

努力培养学生名著阅读习惯和名著欣赏能力，丰富学

生精神世界，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2 《名著选读》课程教学存在问题分析 
通过采用发放调查问卷、与师生交流探讨以及结

合多名一线教师教学反思和总结等形式，分析归纳出

目前《名著选读》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 
教师层面： 
1）教学目标不明确，无序教学和随意教学； 
2）课程教学方式不科学且枯燥单调； 
3）课程导读内容少，不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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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堂缺少留白，留给学生探究时间有限。 
学生层面： 
1）文化差异、认知水平有限等，阅读理解困难重

重； 
2）阅读兴趣不够浓厚，欣赏审美能力不足； 
3）阅读不深入，功利化、快餐化、碎片化； 
3 《名著选读》课程教学目标优化 
《名著选读》课程性质为通识必修课，主要培养学

生阅读、感悟、鉴赏、评价文学作品的能力，通过阅读、

思考、讨论、辨析，引导和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对学

生进行人文精神和审美能力的培养，提高其综合文化

素质[3,4]。据此，对具体课程进行课程教学目标的优化。 
以名著《战争与和平》为例，优化的课程教学目标

如下： 
1）知识与技能目标[5] 
a.读懂一些与战争有关的名著； 
b.了解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c.根据作品细节揣摩作者表现战争的角度和意图； 
d.理解社会变革与自身发展的密切关系。 
2）能力与方法目标 
a.通过课前运用网络等途径查阅资料，对《战争与

和平》所涉及的社会学知识有初步了解； 
b.准确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及作品精神内涵； 
c.通过自主学习、集体讨论、小组合作学习等方式，

锻炼独立思考、合作交流的能力； 
d.展示环节，通过分享读书体会心得，锻炼学生表

达能力，提高学生审美能力，丰富学生精神世界，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3）课程思政目标 
珍惜和平、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只有国家强盛，

才能保持长久和平。作为中华儿女，理应为国家和民族

的强盛而努力奋斗。 
4 《名著选读》课程教学方式探究 
为了提高《名著选读》课程教学质量，打造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新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将线上教学

与线下教学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弥补了线下教学的不

足，增加了学生学习欣赏名著的形式和途径。 
4.1 《名著选读》课程线上导读 
1）介绍历史背景，减少认知障碍 
众所周知，名著是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与作家个

人主观思想感情相碰撞而产生的火花，是不同时代生

活的折射，每部名著都能找到不同时代的印记。所以，

对名著的解读就不应忽视对其背景的了解[6]。 

2）介绍作者生平，深化作品认知 
对名著完成整体的准确把握，内容的透彻分析以

及深入赏评，就要去了解作者，名著的创作和作者经验

生活是不可分割的。通过对文学背景和作者生平介绍，

才能真正走入作者的思想世界，深化作品认知。 
3）构建作品完整视域 
名著有其丰富的思想文化、丰富的情感特点，应构

建一个基本的文学史框架，通过对文学发展情况的了

解，让学生在文学发展大背景中看待作品，探究作者更

为深邃，神秘的心灵世界[7]。 
4）故事概述 
了解名著中故事发展情况，对故事的发生有一个

初步印象，留下想象空间，激发学生阅读正本名著的兴

趣。 
5）精彩片段赏析 
对于长篇小说来讲，合理的片段导读是为行之有

效的方法。教师在选取片段时应该以学生为阅读主体，

抓住学生阅读心理，选取能激发学生兴趣，容易引起学

生共鸣的精彩片段。 
4.2 《名著选读》课程线下教学 
对于《名著选读》课程教学应在线上导读的基础上，

探究出课程线下教学模式[8]。下面以《战争与和平》课

程为例： 
1）创设情景，引入课程 
教学背景：“历史的车轮是踏着战争前进的”，目

前，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俄乌战争、种族冲突、武

装叛乱、地区领土争端不断，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应

该理性认识和理解战争的本质，并以健康、成熟的态度

看待战争与和平问题。 
播放视频：以二战期间苏联“卫国战争”为背景的

沙画表演视频，导入《战争与和平》课程。 
思考交流：看完视频，你有何感触？ 
<设计意图>：通过艺术家的表演和观众情绪的变

化，让学生进入故事情境中，体会人们对于战争与和平

问题的深刻追问。 
2）探究作品创作背景 
《战争与和平》全书围绕战争与和平主题，描写了

1805 年和 1812 年两次俄法战争以及战后兴起的十二

月党人运动。以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

拉金 4 个贵族家庭的人物活动为基本情节，形成两个

主要线索：一条是以俄罗斯民族与拿破仑侵略者的战

争为基础的；另一条线索是以社会进步力量与社会制

度矛盾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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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读作品主题 
《战争与和平》通过对俄国社会史诗般的描写，表

现出积极、乐观、热爱人生和自然的进取精神，映了农

奴制改革后俄国前途和人民作用的问题。 
作者把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们的社会生活都

以“战争”与“和平”为中心加以安排。托尔斯泰以深

挚的感情，优美、深刻的笔触创作了一部壮丽、精美的

文学精品。作品中的景色描绘与人物内心世界紧密相

连，整部作品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在优美的

散文中插入大段雄辩力的议论，直接表达作者的历史、

哲学观点。 
4）审视人物形象 
主要分析出《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保尔康斯基

公爵、彼尔·别素号夫、娜塔莎·罗斯托娃、库图佐夫

以及拿破仑等人物形象[9]。通过审视人物形象深入人物

内心，真正理解作品内涵。 
5）读书分享活动 
在学生阅读名著后，教师组织学生开展读书分享

活动，交流读书心得，检验学生阅读成果。读书分享活

动能够真正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改变以教师讲为主

的现状，提高了学生的名著导读课参与度，更有助于改

变名著导读课流于形式的现象，提高了名著导读的有

效性。 
6）课程反思 
从作品的形式、内容、思想内涵等方面出发，静心

欣赏—讨论交流—相互学习—教师总结。 
战争无论胜利与失败，都会带给广大民众深重的

灾难，通过对战争的控诉、对战争的反思、对人类的警

示，更体现了艺术家对和平的热烈呼吁，这些作品在增

强社会凝聚力或推动人们思想的发展变化等方面也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战争的发生

和发展，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程[10]。 
播放视频：“叙利亚动荡两周年战火下的童年百万

儿童处境堪忧” 
设置问题：学生谈谈对战争本质的认识。 
集体讨论：战争只会导致一个结果——毁灭、破坏

和持久的苦难。 
<设计意图>：创设情境，使学生对战争的残酷感

同身受，触发同情、感恩等真实情感，了解“世界和平”

不是一个简单的希冀，它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感和含

义。 
5 结语 
通过分析《名著选读》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以《战

争与和平》课程为例，对《名著选读》课程教学改革举

措进行了探究。从知识与技能、能力与方法以及课程思

政等方面优化出课程教学目标，探究出了线上导读+线
下教学模式，即线上介绍历史背景、作者生平、构建作

品完整视频、故事概述以及精彩片段赏析对课程进行

导读，通过创设情景、探究作品创作背景、解读作品主

题、审视人物形象、组织读书分享活动以及课程反思等

开展线下教学。课程教学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名著热

情，有助于名著教学规范化、科学化、多样化以及便捷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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