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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理论    课程教案 

编 号：      03       

授 课 题 目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及主导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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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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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坚持文学价

值的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反映时代精神，引领社会进步。 

2．知识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文学的价值与价值观，理解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 

3．能力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

取向，创作具有积极价值的艺术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 

（1）文学价值的生成及实现 

（2）文学价值的多样性与主导价值 

2．难点 

（1）文学价值的生成 

（2）文学价值与文学评价 

课程思政： 

1．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在讲授《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创造时，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讲授文学

价值与文学评价的过程中，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理想。 

2．预期成效 

（1）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引导学生奋发向上，激励学生战胜挫折，把

握住自己的命运； 

（2）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理想，坚持文学正确的价值取向，弘扬社会正气，引领

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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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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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课程导入：（5分钟） 

契诃夫的小说《吻》，故事很短，讲的是一个很丑的士兵，有一天在黑暗中被人吻

了一下，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吻，他很高兴，跟人去讲这个故事，他以为关于这个

吻能够讲一天一夜，但是没想到不到一分钟就讲完了。一件多么令人激动、战栗，多么

令人感叹、珍惜，多么值得让他与人分享，却一分钟不到，讲完了。我们这个世界，之

所以要有文学家，之所以要有文学，是因为文学是无比美妙的延长时间的一件事，在文

学里，一个吻可以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因为它可以把一切微妙的东西全部表现出来，这

是美妙的交流。文学，就是把所有的美好、所有强烈的情感、所有的哀伤，与人分享，

与人回味，与人同悲欢，与人历生死，这样，人类才不再孤独，不再于困苦搏命之中，

感觉不到足够的温情与爱意。文学，把美妙延长，再延长；把责任传递，共担当；把梦

想追逐，同前往，不孤单，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主体部分： 

文学价值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认识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等，构成了一个相互

联系和渗透的整体。 

一、文学的价值与价值观（教师讲授，5 分钟）  

价值是一个揭示客观事物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关系范畴，例如，食物能满足营养需

要，房屋能满足居住需要，车辆能满足出行需要，文艺能满足精神需要。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事物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评价方

法的观点的体系。 

价值观因人而异，对人类活动有导向作用，影响人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 

例：比尔盖茨将 580亿美元财产捐给慈善基金，分毫不留给自己的子女。 

（一）文学价值及其生成（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25分钟）  

文学价值是文学作品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属性。 

◆文学价值的生成 

文学价值的生成：文学价值的创造 （作者）＋文学价值的实现（读者） 

1.文学价值的创造  

客观：社会生活本身的价值 

主观：作者的“价值预期”＋ 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道德评价、审美创造能力

等。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课程教案  

   4 

例：《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创造 

（1）客观因素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有价值，首先在于它反映的生活具有巨大的社会历史意义，

小说以中国 20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年代中期十年时间为背景，“这十年（1975-1985）

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

互为因果，这部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路遥全景式地描写了这十年整个中国城市和乡

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客观的社会生活是《平

凡的世界》价值产生的客观基础。 

 （2）主观因素 

①创作之前的“价值预期”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提到，创造《平凡的世界》

的目的就是“为平凡人立传，为奋进者扬帆。”他说，“在生活中还是平凡的人、普通的

人最多，我写《平凡的世界》最基本的想法，就是写普通人。”“为平凡人立传”这也是

作者进入创作之前的价值预期。 

②创作过程中的“价值凝结” 

《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凝结”主要体现在路遥对命运的思考、对奋斗的理解、对

苦难的感悟、对出身的认识四个方面。 

A、对命运的思考 

小说中，路遥借少平之口道出了他对命运的思考，“命运总是不如愿。但往往是在

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

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 

少平和少安通过自己与命运抗争的经历告诉读者，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的

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有勇敢面对挫折，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改变自己的

命运。 

B、对奋斗的理解 

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

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这句话简而言之，

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人生的精彩之处，并不在于取得怎样的成就，而在于拼

搏奋斗的过程。 

C、对苦难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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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写了很多苦难：因为家庭条件的差异，少安和润叶不得不分开；润叶接受李

向前时，李向前已经失去了双腿；本来可以嫁入顾家的郝红梅，因为阴差阳错和顾养民

分手，结婚后，才生下孩子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少平和晓霞两情相悦，晓霞却死在了

洪水中。下到因为修大坝死去的田二，上到痛失女儿的书记田福军，书中的每一个人都

承受着生命中不同的苦难，这些苦难通常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他们都还是努力的坚强的

活着，一穷二白的少安贷款来发展砖厂；上不起学的少平，在借来的书中汲取知识。少

安的烧砖窑可以东山再起，少平即使工作再累也依然读书学习，向前就算失去双腿也还

有双手可以修鞋……绝望是一种罪过，前行才是真正的救赎。 

路遥写的是苦难，但不渲染苦难，而是写在苦难中奋起；写的是挫折，但是，没有

被挫折打倒，而是写要如何战胜挫折。 

D、对出身的认识 

小说中，少平给妹妹兰香写信时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

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

出身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a.孙少平的姐姐兰花，一个年轻美丽的农家姑娘，默默地为家庭做出牺牲，很少受

到关注和疼爱。因为王满银送给她一身时新的衣服，就死心踏地爱上了这个不务正业的

二流子，“在这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年月里，第一次

给过她爱情的欢乐啊。 

b.吴仲平母得知兰香的出身后对她是存有偏见的，她在心里是瞧不上兰香的，认为

她的出身与地位是高攀他们家，可是当兰香到他家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礼貌行为却赢得

了吴母的好感，也打破了对兰香的偏见。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赢在起跑点的人，不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输在起跑点的

人，并不一定会输到最后，一个人，无论出身怎样，如果能够心怀梦想、敢于超越，勤

勉上进，锲而不舍，便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思政育人预期成效 

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引导学生奋发向上，激励学生战胜挫折，把握住自

己的命运，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都要不屈不挠，脚踏实

地，艰苦奋斗。 

2.文学价值的实现 

读者的生活经验、审美趣味、文化水准都决定文学价值的实现程度。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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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红楼梦》的价值 

（清）陈其元：“淫书以《红楼梦》为最。” 

《红楼梦》当时叫《石头记》，属于禁书，和珅每天都关给太后请安，每次都为太

后说一段《红楼梦》里的故事，太后越听越喜欢听，觉得是本好书，便让和珅把书拿来，

和坤只好为难地说，这书不能拿出来，是禁书。孝顺的乾隆皇帝在乾隆年间准许《红楼

梦》公开刊行，才得以让《红楼梦》保留了下来。 

鲁迅：“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

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所以其所叙有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

都打破了。” 

周汝昌：“《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从

所有中国明清两代重要小说来看，没有哪一部能够像《红楼梦》具有如此广博而深厚的

文化内涵的了” 

毛泽东：“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

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 

（二）文学价值与文学评价（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10分钟） 

文学价值既具有客观的相对不变的特性，又具有随阅读环境变迁，接受者变更而发

生变化的特性。 

1.文学价值的稳定性与变化性 

例：《红楼梦》的价值 

（1）稳定性（相对性） 

①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 

②反映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 

③揭示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2）变化性（绝对性） 

“索隐派”（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

或者拿现实之事去套红楼梦，看符合不符合）认为是“有清信史”。 

“考证派 ”（搜集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订）认为

是曹雪芹“自叙传”。 

王国维：“悲剧中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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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2.文学评价 

不同主体对待文学价值的选择和态度问题。  

鲁迅：“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二、文学价值的多样性与主导价值 

文学价值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价值因素和价值内容，具

有多样性。其中，总有一种价值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主导价值 

（一）文学价值的多样性（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25分钟）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是指文学具有多种不同的价值，这既包括文学作品本身价值的多

样性，也包括文学作品在读者接受中所显示的多种价值。 

1.文学作品本身价值的多样性 

◆就具体内涵而论 

（1）人文价值 

《哈姆雷特》：“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2）伦理价值 

突出文学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引导作用。 

例：《韩非子·说难·余桃啖君》  

卫国有一道法律：谁偷坐了国王的马车，就要被砍去双脚。那时，弥子瑕很受国王

宠爱。一天深夜，乡下有人跑来报告弥子瑕，说他的母亲得了重病。弥子瑕跑到宫里，

偷来了国王的马车，星夜赶回乡下去了。国王听到这件事后称赞说：“真是一个难得的

孝子，为了母亲，忘记了自己会受到砍脚的刑罚。”又一次，弥子瑕陪着国王在果园游

玩，弥子瑕吃到了一个又大又甜的桃子，忙拿着吃剩的半只桃子送到国王面前，请他品

尝。国王笑着说：“弥子瑕是真正的爱我啊！只想到让我尝尝甜头，忘记了剩桃上还沾

着他的口水。”过了几年，弥子瑕渐渐失去了国王的宠爱，得罪了国王，国王说：“当

初你偷驾我的马车，狂妄之极；又让我吃你的剩桃，借此侮辱我，该当何罪？”弥子瑕

的行为并没有改变，而以前被认为是贤惠，后来却因此而获罪，只在于国王的爱憎改变

了。 

（3）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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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山楂树之恋》——“史上最干净的爱情” 

（4）文化价值 

《爸爸爸》：“人们一直把树和井当作男女生殖器的象征，常常敬以香火，祈望寨

子发人。” 

（5）交往价值 

文学在促进人际交往等方面产生的作用。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

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

记得很清楚。” 

对于郑国而言，南有强楚，北有晋霸，晋楚争霸，矛盾不断。郑国夹在中间，亲晋

则楚怨，亲楚则晋讨。晋国有心攻打郑国而派叔向察看郑国国政如何，子产知道晋国的

的野心，从容赋诗《褰裳》以对，叔向是聪明人，当然能听懂其中的意思，权衡利弊，

最终放弃攻打郑国。 

《褰裳》  

子惠思我，  

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  

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  

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6）科学价值 

人类历史上改变命运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几乎无一不发端于早期人类对幻

想的执迷追求，宇航技术发端于“嫦娥奔月”，潜艇技术发端于“海底捞月”，人工降

雨发端于“呼风唤雨”，望远镜发端于“千里眼”，无线电通讯技术发端于“顺风耳”，

克隆技术发端于“孙悟空拔猴毛变小猴”。 

（7）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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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家富豪榜 

中国作家富豪榜是全球第一份持续追踪记录中国作家财富变化的榜单。 

◆就价值的意义和效果而论  

（1）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 

例：《白鹿原》  

正面价值：民族秘史； 

负面价值：诲淫诲盗。 

（2）积极价值与消极价值 

例：《红楼梦》 

积极价值：①全面认识封建社会； ②追求美好爱情。  

消极价值：①虚无主义，宝玉出家；②人生唯苦，生老病死。 

过度的情感体验可能对作家、读者的身心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 

“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长叹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

寝食并废，正月间连看七遍，遂至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又言，某姓女子亦看《红

楼梦》，呕血而死。” 

（3）短暂价值与长久价值 

例：网络类型化文学作品与文学经典 

（4）现实价值与未来价值 

现实价值：面对现实、深入现实、反映现实，例如，《蜗居》； 

未来价值：文学以想象的方式超越现实，描绘心灵图景，三体人是指刘慈欣科幻小

说作品《三体》中的一个外星智慧文明种群，居住在距离太阳系 4光年外的半人马座α

星，该作品畅想了未来的生活的可能。 

（5）显在价值与潜在价值 

显在价值：比较明显地得以实现的价值。 

潜在价值：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等外部原因，其价值在特定时期没有获得实现。 

例：《废都》  

1993年出版，三个月后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被查禁，对出版社罚

款 100万元，图书出版责编被迫提前退休。 

季羡林：“20年后，《废都》将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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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在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型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的推动下，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在转型中，大多数的都市

男女感到迷茫。在市场经济物质金钱之上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找不到价值所

在，日益分裂，最后萎缩。 

2009年解禁。 

◆不同文体，文学侧重的价值不同  

（1）小说侧重认识价值； 

（2）诗歌、散文侧重审美价值； 

（3）剧本侧重教育价值、认识价值。 

2．读者接受的差异性导致文学价值的多样性 

例：对《西游记》的接受 

金圣叹：《西游记》作者想象力确实丰富，但是故事情节不连贯，他比喻说“譬如

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还有一个问题，金圣叹说每当孙悟空打不过那些妖魔鬼怪

的时候情节都很类似，就是去找各路神仙、菩萨佛祖请救兵。所以，金圣叹认为《西游

记》不像一部长篇小说，而是一个个故事拼凑起来的。 

马云：团队精神，唐僧是团队领袖，三师兄弟是团队成员——教育价值 

一般读者：不畏强权，反抗压迫——认识价值 

◆文学共时态价值具有多样性  

例：《如懿传》  

认识价值：由乾隆后宫的勾心斗角了解当时的政治斗争。 

教育价值：女性成长 

交往价值：互相交流，饭圈。 

◆文学历时态价值具有多样性  

A、《红与黑》在司汤达生前只卖掉 17本。 

B、《喧哗与骚动》一年只卖出几本。  

C、《包法利夫人》问世时鲜有读者问津。  

（二）文学的主导价值（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15分钟） 

指在文学作品多样性价值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 

◆文以载道 

各个时代，对“道”的理解各异，但是，有一点相同：“文”承载民族精神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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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1.如何把握文学的主导价值 

（1）文学要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风貌。 

（2）文学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2.当代文学如何体现主导价值 

（1）倡导正确的文学价值取向。 

（2）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  

文学非“摇钱树”；文学非“摇头丸”；文学非“宣教品”。 

★★★思政育人预期成效 

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文学价值观，弘扬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课堂小结：（教师总结，5分钟） 

文学价值是文学的社会意义和作用的集中体现，在历史和现实中，文学对于推动社

会发展、提升人的精神素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价值

具有多样性，能满足人民不同的精神需求；同时，文学又具有主导价值，其主导价值是

一定时代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因此，文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精神和

人民风貌，推动民族和国家文明的进步；另一发面，文学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在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情操。 

拓展延伸：（以学生为中心的研讨，课后线上讨论） 

21世纪以来，文学淡化了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其娱乐价值则被扭曲，被推向泛

漫，走向所谓的“娱乐至死”。一派学者认为，“娱乐至死”“死”了谁？“死”的是

作者，“死”的是文学。玩文学，把文学当作娱乐，只能离文学越来越远。放弃思考的

动力和感受美的能力，以感官刺激麻醉的精神世界日渐贫乏、枯索，最终害的是文学自

身。过度的娱乐追求，让文学等而下之地混同于其他娱乐方式，淹没了文学的独特性和

根本价值，使文学走向死亡。另一派学者认为，文学可以通过娱乐价值带动其他价值发

挥作用，优秀的文学并不回避、削弱文学的娱乐性，而是通过发挥娱乐价值，更加有效

地实现文学的认识、教育等价值。对以上两种观点，你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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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1．文学价值 

2．文学评价 

3．多样性 

4．主导价值 

5．价值取向 

思考题、作业： 

1. 何谓文学价值？文学价值是如何形成的？ 

2. 请简要分析导致文学价值多样性的原因。 

3. 请以一部作品为例分析文学价值的多样性。 

4. 如何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主导价值？ 

  

参考资料： 

1．汤哲声. 如何评估：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批评标准的建构和价值评析[J]．学术

月刊，2019（04）． 

2．金宏宇.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J]．中山大学学报，2019（02）． 

3．郜元宝. “价值判断”·“批评意识”·“阅读经验”——文学批评三题议

[J]．浙江社会科学，2018（10）． 

4．张光芒.论“疫情文学”及其社会启蒙价值[J]．广州大学学报，2020（04）． 

5．欧阳友权.网络文学价值的三个维度[J]．江海学刊，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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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