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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之旅：浮士德的人生哲学与社会使命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三明学院 黄晓珍

一、案例综述

（一）课程简介

外国文学课程，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全面、系统地

介绍和展现了从古代至二十世纪欧美和亚洲各国的文学发展历程与辉煌

成就。本课程旨在通过文学史的脉络让学生系统地掌握外国文学史、文学

概念、思潮、作家作品及流派，并应用所学理论于文学现象的分析中，从

而提升文学鉴赏力和人文素养。

（二）课程章节

“歌德《浮士德》”是教材第五章第四节的内容，通过了解歌德的生

平与创作历程，深入分析《浮士德》的体裁、结构、核心主题，以及浮士

德作为文学人物的性格特点与内心世界。同时引导学生思考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探索人生意义和人性困境，激发对智慧、道德的探求，并促使学生

认识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结合，弘扬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

（三）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简要了解歌德的地位与性格，掌握《浮士德》的体裁和结

构，并明确其五场悲剧的基本内容与象征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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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通过将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与浮士德的五幕悲剧相对照，

培养学生结合理论分析与文本细读的能力。

素养目标：使学生领悟浮士德探索精神的价值，学习其永不放弃的积

极进取精神。

课程德育目标：

核心价值目标：通过对浮士德精神的分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理解

“中国梦”的内涵，并明确个人价值与社会创造价值结合的目标。

学习伦理目标：培养学生养成课前预习、课上答疑、课后检验的“翻

转课堂”学习习惯，树立永远探索、终身学习的理念。

（四）特色创新

1.跨文化视角与新文科理念的融合应用：采用“思创融合”的教学

理念，将外国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以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

解并激发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学生将通过分析外国文学，学习在不同

文化背景下理解人类共通的情感和道德观念。新文科理念的引入，促进跨

学科知识的整合，同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2.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模式，结合传统讲授与学生自主合作探究、主题讨论。这种模式提高学

生课堂参与度，激发学习自主性，培养问题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

将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3.当代议题与经典文学作品的深入结合：教学内容结合当代社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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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议题，如躺与卷、美国梦与中国梦等，引导学生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通过经典作品《浮士德》，探讨个人追求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培养学生对

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参与意识。

（五）案例意义

本案例围绕“浮士德的人生哲学与社会使命”，融合古典文学与时代

精神。它不仅传递外国文学知识，还促使学生思考个人与社会关系及价值

责任的平衡。通过浮士德的故事，学生学会审视个人道德和社会责任，增

强批判性思维与独立判断力，培养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综合而言，该

案例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与价值培养的有机结合，旨在全面提升学

生素质。

二、案例解析

（一）思路与理念

1.学生中心的教学方式变革

“外国文学”课程内容丰富但课时有限，因此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

要性。本课程依托学习通课程和中国大学 MOOC 网国家级精品课程作为线

上教学资源，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重构师生关系，将教师角色定位

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而非单纯的知识传递者。让学生

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则发挥引导和激发学生思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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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寓三式知识图谱的应用

课程采用“三元三寓三式（五化五式）”范式，结合了思政教育与专

业教学。此范式融合了“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的教学方

法，并通过“专题嵌入式”、“画龙点睛式”、“元素化合式”等方式实现。

把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典片段通过情景演绎、小组汇报、分角色扮演等方式

体现出来，又融会于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架构的“三元”体

系之中，呈现出“三寓三式（五化五式）”范式与三元体系互融互通、一

以贯之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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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与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方法

课前 教学平台发布课前学习任务单：

1．学生分成 5 个小组，合作查阅歌德的生

平资料以及他的德国的地位和影响，做成

PPT 上传至学习通；

2．要求学生完成学习通平台和中国大学

MOOC 网相应章节的学习，在学习通布置前

测练习题；

3．学生提出学习疑问， 教师根据学生的问

题调整教学策略。

1、通过让学生团队合作研

究歌德的生平和在德国文

化中的地位，不仅提升了对

歌德及其作品的历史文化

理解，也培养了对文化遗产

的尊重和自豪感。

2、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发

展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分析

能力。

小组合作学

习、自主学

习

课前

导入

1.大家都知道中国四大名著，谁知道欧洲四

大名著？

2.介绍本节课的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力

目标、素养目标。

3.课前测验题：（学习通抢答）

1）《浮士德》是小说、诗歌、诗剧还是戏剧？

2）在《浮士德》中，梅菲斯特扮演了什么

角色？他象征着什么？

1、 跨文化比较与国际视

野拓展：通过提问欧洲四大

名著，鼓励学生对比中西方

文学，增强理解不同文化的

能力，培养国际视野。

2、 激发文学兴趣与批判

性思维：通过《浮士德》的

课前测验激发学生对文学

的兴趣，培养分析和批判性

思维，同时引导学生思考文

学作品中的道德和哲学问

题。

互动式提

问、讲授法

课中 1.根据学习通上传的 PPT，选取两个较好的

小组上台汇报查阅成果，教师总结点评。

2.教师进行作品分析

1）题材来源

1、通过小组上台汇报，培

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协作

精神。

2、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合作探究

法、讲授法、

案例分析

法、小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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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

2）情节内容

3.理论拓展：运用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

论分析浮士德人物形象及人生哲学

4.分组讨论：

1）中国有哪些不断探索的人物形象？（如

屈原等）

2）你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学

生自由讨论，学习通提交答案，教师展示答

案词云，总结关键词，结合马斯洛“人类需

要层次”理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

5、后测并总结课堂知识点。

理论分析作品，帮助学生理

解人物形象及其人生哲学，

促进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观

的形成。

4、通过讨论中国历史不断

探索的人物形象，加深学生

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物形

象的理解，激发文化自信。

5、通过讨论生命的价值和

意义，引导学生深思个人生

命目标和社会责任，培养深

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感。

论

课后

延伸

拓展

1.分角色扮演：根据原著，再现浮士德与

梅菲斯特托菲勒斯的契约签订场景。（每个

小组选两个学生分别扮演浮士德和梅菲斯

特，重现他们签订契约的关键时刻，拍成

视频上传成学习通。）

2.中国大学慕课网讨论题：浮士德与哈姆

雷特两个艺术形象的比较。

1、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

通过分角色扮演《浮士德》

中的重要场景，学生能够更

深入地理解人物心理和道

德抉择，促进对人性、道德

和责任的深思。

2、跨文化文学作品比较：

在比较《浮士德》与《哈姆

雷特》两个艺术形象时，学

生不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还能学习如何从不同文化

角度审视和解读文学作品，

培养国际视野和文化包容

性。

情景演绎、

分角色扮

演、在线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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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反思

（一）效果与评价

1.思政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融合效果的分析

本课程有效地将思政教育融入外国文学教学，通过“三元三寓三式（五

化五式）”范式，实现了深度融合，培养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

学生在理解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学会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思考和理解人类

共通的情感和道德观念。

2.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与提升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互动性。该教学

模式不仅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而且促进了学生对文学作品

的深入思考和价值观的形成。

3.学生综合素质评估与教学反馈机制的优化

本课程通过多元化评价方式，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和成果，有效地提升

了学生的文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价值观。此外，教师通过持续的反馈和

调整教学策略，进一步加强了教学效果的评估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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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认可度与持续改进的重要性及其目标

自采用混合式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以来，外国文学的同行和学生

教学评教值都在 93分以上。《外国文学》课程被文化传播学院推荐为教学

金课，主讲教师获省级、校级、院级多项教学奖项。课程被评为“省级线

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和“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省内享有高美

誉度。学习通平台上的课程页面浏览量超过三十万人次，显示了其广泛的

受欢迎程度。这些成就促使我们持续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

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实现。

（二）持续改进措施

1.加强课程内容更新并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定期更新线上教学资源，设计并完善教学内容，融入最新文学理论和

学术研究，扩展学生对不同文学时期和流派的理解。强调思政教育在文学

分析中的角色，确保学生能够从文学作品中领悟社会、历史和文化价值。

2.推进案例库建设并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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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外国文学”课程思政优秀案例库，涵盖从经典文学作品到作者

背景的详细分析，以及这些作品与当代社会议题之间的关系。旨在提升学

生对文学作品多维度的理解，并强调如何将这些理解应用于思政教育中，

促进学生对文学与现实世界联系的深刻洞察。

3.优化评价机制并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

评价机制将更注重学生的思政意识、文学批判能力和创造性思维。除

了传统的书面考试和论文，将引入更多基于项目的评估，如文学作品的创

意解读、社会议题报告等，以促进学生的综合能力发展。

课程负责人（签字）：

202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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