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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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授 课 题 目 文学的真善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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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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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丑化人

民群众和英雄人物、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的艺术作品，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2．知识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理解文学价值的真、文学价值的

善、文学价值的美，掌握真、善、美之间的关系。 

3．能力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创作传递真善美的作品，具备批

判意识和反思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 

（1）文学价值的真 

（2）文学价值的美 

2．难点 

（1）文学价值的美 

（2）文学真善美价值的关系 

课程思政： 

1．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在讲授文学的真善美价值时，引导学生树立向上向善向美的价值观，让向上向善的

正能量化育天下风气。 

2．预期成效 

（1）培养学生健康的价值观，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2）引导学生拒绝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的艺术作品，

创造出积极健康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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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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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导入：（5分钟） 

孔子的弟子中有个叫闵子骞的人，母亲早逝。后母虐待他，冬天为了御寒，给他的

衣服里装着芦花，而自己的两个儿子却穿着暖和的棉衣。一次，闵子骞驾车的时候，身

上寒冷，手失去控制，拉长的缰绳掉在地上。父亲要打他，发现他身上穿的是芦花衣，

非常气愤，决定把后母赶走。闵子骞劝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后母因

感动而悔悟，成为慈母。这个故事之所以感动一代又一代读者，主要原因是体现了真善

美的价值。 

主体部分： 

一、文学的真善美价值 

（一）文学价值的真（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25分钟） 

指文学要通过合乎艺术规律的方式，将社会的真实状况、人生的真正面目、作家的

真诚体验等表现出来。 

别林斯基：“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以真实、自然、正确和切实去感染读者。” 

巴尔扎克：“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 

文学的真，不同于生活的真实，不同于科学的真实，是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

主观的真实，诗意的真实。 

1.内蕴的真实 

以“历史理性”的眼光，透过生活真实的表层，对社会生活的内蕴作出艺术的揭示

与表现。 

例：电影《我不是药神》 

这部电影之所以取得口碑票房双丰收，正是在于以人民的真实生活与现实处境为蓝

本。 

电影以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为原型，陆勇是谁呢？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

者，当他查出此病时，医生推荐他服用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这种药是瑞士生产的，

价格昂贵，高达 23500 元一盒，一名白血病患者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药费加治疗费用

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一次偶然的机会，陆勇了解到印度的仿制药，药性相似度 99.9%，

但市面上一盒仅售 4000 元，团购价则只需每盒 200 元左右。因此，陆勇组织病友团购

低于国内市场数倍的印度廉价仿制药，使数以千计的病友得救。但是，印度仿制药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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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中国进口药品的销售许可，被认定为“假药”， 2014 年 7 月陆勇也因涉嫌贩卖

“假药”而被捕，陆勇被捕后，300 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

刑事处罚， 2015年 1 月，陆勇被无罪释放。 

电影《我不是药神》艺术地将陆勇的真实经历搬上银屏，把陆勇改编成了电影的主

人公程勇。影片所聚焦的是曾经的人民“吃不起药”“看病难”的真实现实，引起无数

观众的情感共鸣。剧终，主人公程勇出狱时被告知病友都有医保，不再需要他冒险带药，

寥寥数句却道出了国家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所收获的显著成效。人民

就医得到了有力保障，生活质量极大提高。 

从《我不是药神》，我们可以看出，艺术的真实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但是，又

不同于生活的真实，是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后的真实。 

2.假定的真实  

以假定性情境反映或表现社会生活的内蕴。 

例：《变形记》  

3.主观的真实  

文学提供的“真实”都被主观化、心灵化。 

例：《山楂树之恋》  

◆对《山楂树之恋》真实性的质疑 

其一，身份过于高贵。当时中国共有 11 大军区，把所有司令政委级别人物加在一

起有多少人？他们的儿子又有多少？退而求其次，即便是军分区或集团军一级的“衙内”

们又有多少人，如果真有其人，不就早被找出来了？ 

其二，死亡过于离奇，时间太过巧合。从相识到临终送别，恰好 18个月，正好是

爱情荷尔蒙的保鲜期。 

其三，性格过于完美，才能太过拔高。 

4.诗意的真实  

文学提供的“真实”是运用了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段的真实。 

例 1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例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例 3 ：春江水暖鸭先知。 

◆在艺术批评中，杜绝以生活真实、科学真实的标准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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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杜甫：“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沈括：“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 

例 2：张继《枫桥夜泊》  

月落后乌是否会啼，江边是否能长枫树，夜半是否会敲钟？ 

例 3：杨慎《升庵诗话》：“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 ，今本误作

‘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

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二）文学价值的善（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20分钟） 

文学要反映出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健康发展的追求，对人类和平、幸福的向往，

以及对人类与环境和谐关系的珍惜等。 

铁凝说：“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缺少善，文学就很难感动人。 

例如，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 

小说讲述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突发鼠疫，突如其来的瘟疫给人民带来肉体和精神

灾难的同时，也暴露了种种社会问题：政客互相推诿，不敢承担责任，甚至想利用灾难

来获取利益；投机者凭着黑市门路，为人民带来各种禁品，突然成为了城市中的风云人

物；小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过着颓废的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

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 

但是，小说在暴露种种问题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希望：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

批人，面对瘟疫，挺身而出，救助病人，无私付出，冒着生命危险与鼠疫搏斗，有的甚

至因染上鼠疫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作者虽然写的是瘟疫，但他却以“明察而热切的目光，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

心的种种问题” 

这类似于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新冠肺炎，一场疫情，暴露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十

四亿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

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三）文学价值的美（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15分钟） 

指文学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 

文学价值的美具体地体现为语言美、形象美、精神美、意境美和形式美等。 

例如，李白、苏轼诗文中豁达、高远、浪漫的情怀，陶渊明、王维诗中“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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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境，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情感都是文学美的具体表现。 

二、文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以学生为中心的研讨，15分钟） 

1．美的东西必然是真的，而非虚假的； 

2．美的东西必然是向善的，而非趋恶的； 

3．善的东西也必然是美的和真的。 

三、对文学真、善、美价值的评定（教师讲授，5分钟） 

一部作品是不是具备真、善、美的价值，关键是要通过实践看它对社会关系是否作

了切近而深刻的反映，看它否以合乎人性的情感化心理体验去表现现实的内容，看它是

否以纯洁高尚的境界来净化和塑造读者的灵魂。同时，还要看它是否真正实现了文学在

艺技巧上的创造、虚构想象上的开拓、情感体验上的推进。 

★★★思政育人预期成效 

培养学生健康的价值观，引导学生拒绝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过度渲染社会阴

暗面的艺术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课堂小结：（教师总结，5分钟） 

文学价值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源自于人对自由自觉活动价值的追求。文学活动和人

的其他历史性活动一样，其自由追求必定体现出真、善、美的一致。尽管在微观的文学

创作和接受中，其价值取向可能有所侧重，但文学价值结构的宏观形态始终是真、善、

美统一的。因为文学活动机械地、过分地、不经艺术处理地去一味“求真”，就容易呆

板、坐实，没有灵气；文学中突出地、教条地、脱离生活实际和接受可能地去一味“求

善”，就流于空洞的说教，缺乏魅力；文学若单纯地、片面地、不问其他价值因素一味

地去“求美”，作品就容易流于形式，丧失精神。真善美虽各具独特价值取向，但不能

互相割裂。 

拓展延伸：（以学生为中心的研讨，课后线上讨论）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学出现了种种乱象：有的作家醉心于“下半身写作”， 

作品缺乏灵魂；有的作家，单纯袭用西方文学形式，忽略了文学的思想内涵；有的作家

走捷径、抄近道，从网络上找材料，寻人物，编故事，许多貌似精湛的作品，在精神的

提升、灵魂的塑造、人性的开掘上存在缺憾，或对历史人物进行主观改写，或渲染人性

琐鄙，或恣意于血腥暴力、声色犬马，或躲避崇高，或游戏文字，或复制经典，凡此种

种，都与文学真善美的价值诉求相背离。对此，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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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1．文学价值的真 

2．文学价值的善 

3．文学价值的美 

思考题、作业： 

1．请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文学价值的真。 

2．请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文学价值的善。 

3．请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文学价值的美。 

4．文学的真、善、美价值之间有什么联系？ 

参考资料： 

1．贺绍俊. 重提文学的“真善美”[J]．文学评论，2014（03）． 

2．温长青. 文学的真善美追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01）． 

3．关戈.用儿童文学的真善美提升网游文学[N]．中国艺术报，2019-09-19． 

4．陆贵山.弘扬真善美，提升正能量[N]．文艺报，2016-05-16． 

5．马识途.文学创作要追求真善美[J]．当代文坛，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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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