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教  案 

 
 

教 学 学 院 文学院 

课 程 名 称 文学理论 

专业、年级、班级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9 级 

主 讲 教 师 彭玲 

职 称 副教授 

 

 

 

 

 

20 19 ~ 2020  学年  第 1 学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课程教案  

   2 

     文学理论    课程教案 

编 号：      01       

授 课 题 目 毛泽东文艺思想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首次授课时间 第 5 周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标： 

1．素质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

深入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向社会学习，同时，将学习社会与学习理论相结合。 

2．知识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发展的

背景，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掌握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

文艺与革命事业的关系。 

3．能力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将学习社会与学习理论，扎根生

活，创造人民认可的优秀文艺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 

（1）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 

（2）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事业的联系 

2．难点 

（1）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联系 

（2）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统一 

课程思政： 

1．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在讲授毛泽东同志“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时，引导学生思考当下文艺应该

如何为人民服务。 

2．预期成效 

（1）引导学生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热爱人民，讴歌人民，深入到人

民群众的生活中去。 

（2）引导学生把握人民需求，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教学方式和手段： 

1．教学方法：问题导入法、启发法、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 

2．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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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课程导入：（5分钟）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

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纵观党的历史，穿过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火硝烟，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曲折，毛泽东文艺思想始

终指引党的文艺事业伴随时代前进脚步而不断发展繁荣，从而为激励和鼓舞人民奋勇前

进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之前，有哪些共产党人曾为马克思主

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这些共产党人的文艺思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产生起到了什么作用？ 

主体部分：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

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发展的背景（教师讲授，15分钟） 

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集中

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中。 

（一）时代背景  

1.“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总结革命文化的经验，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

思想文化成果，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应运而

生的。 

2. 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资产阶级性质

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

史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3.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 

（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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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2.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 

（1）陈独秀 

倡导文学革命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2）李大钊 

新的文艺应反映新的时代精神，举起“平民主义”旗帜。 

（3）瞿秋白 

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早把“辩证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介绍到中

国。 

（4）邓中夏 

提出文学与革命、文学与阶级的关系问题，批评“艺术至上”等观念。 

（5）茅盾 

主张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新的文学艺术。 

（6）鲁迅 

用唯物史观阐释了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传统的批

判继承与创新等一系列问题。 

（三）实践条件 

1. 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经验  

（1）物感说 

创作主体受到外物（主要是自然景物） 的刺激而引起情感的共鸣，进而产生创作

冲动，进行文艺创作，诉诸各种艺术语言，形成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 

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2）缘情说 

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产物，它所能“再现”的正是内在的“情”“情性”或“性

灵”。 

2.新文艺经验 

从旧文艺和外国作品中择取有益的东西，批判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包

含传统文化中有用的精华部分，也有外国文化中值得借鉴学习的部分。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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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教

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20分钟） 

◆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呢? 

1.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应当把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感情转

移到工农兵群众方面来。 

例：《暴风骤雨》 

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主要是指工农兵，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作家对工

农兵充满真挚的情感，在这些作家笔下，工农兵尤其是农民都是纯朴、善良、厚道、无

私的化身。《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就是这么一个农民形象。赵玉林是全村最穷的人，

但他守着庄稼人的本分，从不沮丧，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勤勉地支撑着苦难的生活。在

困难面前，他从不低头，从不做有损人格的事情。后来，他当了农会主任，在分配土改

胜利果实时，因为家里一贫如洗，被评为一等一级，但是，他大公无私，只要了三等三

级的东西。他的妻子心理不平衡，他便宽慰妻子说：“应该想想过去的日子”，“老百

姓都有了，咱们就会有的。”他心里只有别人，唯独没有自己。最后，他为保卫胜利果

实而英勇献身。临终前，他只留下一句话：“没有啥话，死就死了，干革命还能怕死吗？”

平实的语言掷地有声。无疑，作者周立波对以赵玉林为代表的农民充满温情，饱含敬意。 

2.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向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理解、

熟悉各种人和各种事情；同时，要把学习社会与学习理论、研究问题相结合，深入研究

社会的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心理等。 

例：柳青 

柳青，在创作《创业史》之前，担任陕西省长安县县委副书记职务，1952年，柳青

辞去了县委副书记一职，定居陕西关中皇甫村，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柳青在皇甫

村一呆就是 14年，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急农民之所急，喜农民之所喜，“因为他对陕

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

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

是不高兴。”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10 月 15 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柳青

“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追求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提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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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艺工作者应当从人民群众的实际思想水平和精神需要出发，正确处理文学艺

术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从人民群众的实际思想水平和精神需要出发，就是要考虑人民群众的艺术思想水

平，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正确处理文

学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指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也就

是说，文艺既要有阳春白雪，也不要排斥下里巴人，要做到雅俗共赏。 

★★★思政育人预期成效 

引导学生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

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 

（二）全面阐明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指明了道路。

（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20 分钟） 

1. 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毛泽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

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 

（1）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文学史即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史。  

例 1：神农时代的《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例 2：《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2）从作家创作的经验看，社会生活是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①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 

赵树理：“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躲也躲不

开。因为我的家庭是在高利贷压迫之下由中农变为贫农的，我自己又上过几天学，抗日

战争开始又做的是地方工作，所以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所参与者

也尽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 

②浪漫主义作家同样从生活中取材 

例：《甄嬛传》 

③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受现实生活的影响。 

例：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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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看，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 

①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 

②不能将社会生活与文学反映之间的关系简单化。 

③社会生活与文学具有双向互动性。 

2.关于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 

（1）源：现实生活 

（2）流：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3．文艺创作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文艺源于生活，但是，文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

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例：《蛙》中的姑姑 

“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受痛打的孩子，譬

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

特也不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 

（三）深刻揭示了文艺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功用，回答了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政治、

文艺与革命事业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10分钟） 

1.关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 

毛泽东：“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

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例：《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名义》反映的其实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波澜壮阔的切面。就像周梅森所说，

《人民的名义》就是“想做一个大中国的故事，从官场的高层到底层的弱势群体都有涉

及，同时借人物把自己对中国十几年来巨大的社会思索量容纳进去”。这里面有丰富的

社会样态，是一个综合的容器。反腐之外，有丰富的现实人生，乃至深广的社会焦虑。

比如，如何协调城市发展中的拆迁与补偿问题、普通民众遭遇冤屈后如何伸张正义、下

岗工人的生计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某些官员眼里可能只是宏大发展布局下的必然代

价，但具体到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民众身上，却是千钧重负。 

◆ 在阶级社会文艺具有阶级性 

毛泽东：“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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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阶级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 决定文艺阶级性的因素 

（1）阶级对立的现实  

（2）文学反映的对象和其创作主体  

（3）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不能从作家的出身判定作品的阶级倾向性，作家“对立或敌视”其出生的阶级不等

于作家背叛其阶级。 

例如：列夫·托尔斯泰 

贵族出身，但痛恨私有财产，同情农民，厌恶自己的贵族乡绅生活 

2．文艺与政治 

毛泽东：“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1）文艺政策 

对文艺生产起指导性调节作用，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离不开的调节手段； 

（2）文艺政治运动 

通过直接干预的方式规定具体的文艺生产实践，往往大规模地改变文艺生产的现

状，例如，数次“整风运动”对文艺的影响。文艺政治运动往往负面影响较大，极端的

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对艺术生产的致命破坏； 

（3）政治批评 

主要以政治需要为视角，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文艺现象、生产活动及文艺作品进行

直接评价、议论或引导。 

例：对《人民的名义》的评论  

该小说艺术地再现了新时代、新形势下反腐斗争的惊心动魄，讴歌了反腐勇士的坚

定信仰和无畏勇气，揭示了党的领导干部应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一重要政治主题。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铁腕反腐，从严治党。在

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硬仗中，中央立下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刮骨

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大仗之初，习近平总书记便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的根本之策。此后，中央“打虎”的力度愈来愈深，“下无死角、上无禁区”，有腐必

反、有贪必肃。而如何在文艺作品中，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正面观照党和国

家的现实政治生活，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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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恶，便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人民的名义》恰好应时而生，契合了时代发展需要。 

习近平：“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 

3．文艺与革命事业 

毛泽东：“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

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例：抗战时期的文艺 

战争初期多幕剧、长篇小说和叙事诗等明显地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现

实斗争，发挥宣传鼓动效果，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小型抗日作品：战地通讯、

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以及各种利用民间形式的通俗文艺等。小型作品

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战争初期抗日文艺创作的特色。 

（四）深入阐述了文艺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的基本艺术规律，为文艺创作

与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10分钟） 

1.文艺作品应当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作品的艺术性，甚至追求

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一种是过分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乃至出现“标语口号式”的创

作倾向。 

“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

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2.文艺批评应坚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统一的原则。 

“文艺批评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难重在第二位。但不能把政治标

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绝对化，更不能对政治标准作狭隘的理解。文艺作品多种多样，有

的政治性强，有的政治性弱。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标准要求每一件作品。特别不能从盛的

政治观点发来限制艺术创作，对政治标准的掌握要适当，主要看作品的大方向是否正

确。” 

3.文艺批评应将作家的动机和作品的实际效果统一起来。 

对文艺作品的检验和评判，不能只看作家的动机而不看效果，也不能只看效果而不

看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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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文艺发展方针（教师讲授，

5分钟） 

1.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方法。 

2.推陈出新：在批判继承文学艺术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新时代的文学艺术。 

课堂小结：（教师总结，5分钟） 

毛泽东文艺思想包括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艺的社会本

质和社会功用、文艺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以及文艺发展方针等丰富的内容，对今天

的文学实践仍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我们有责任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一代一代地继承下

去，一代一代地发扬光大下去，并结合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让毛泽东文艺思想结出更

丰硕的果实。 

拓展延伸：（以学生为中心的研讨，课后线上讨论） 

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我们有些作家、艺术家离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和普通劳

动群众越来越远了，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并表现与反映他们的热情也越来越

少了。一些作家住在宾馆里，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进行所谓“私人写作”

“零度写作”“商业写作”甚至“身体写作”，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生活，闭门

造车，心里、眼里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底层群众这个接受主体的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近年来，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火爆的情况下，有些历史剧作品，打着“出新意”和

“人性论”的幌子，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理想化，模糊了人们的历史观念，其负面影

响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广大接受主体的典型体现。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以上种种现象呢？请结合这一教学单元的内容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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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1．文艺与人民 

2．文艺与生活 

3．文艺与政治 

4．文艺与革命事业 

思考题、作业： 

1.请简要谈谈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 

2.如何理解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3.如何理解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 

4.如何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参考资料： 

1．董学文.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意义[J]．求是，2014（20）． 

2．龙新民.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当代文艺工作的指导意义[N]．光明日报，2013-12-18. 

3．赵耀. 回到文学史现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必要路径[J]．中国文学研究，

2018（02）． 

4．张炯.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生成[J]．文艺争鸣，

2017（06）． 

5．许培春.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成功经验及当代价值[J]．兰州大

学学报，2017（02）． 

6．李杨.“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的历史辩证法[J]．文学评论，2017（04）． 

教学后记： 

注：待课堂教学完成后再撰写，主要内容包括老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对专业

知识点和思政映射点融合度及其效果的测评，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三个方

面突出优点的总结，对本次教学中不足之处的反思，对后续教学改进和提升措施的设计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