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本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中开展时间较长，有一支稳定

而老中青结合的教师队伍是其获得稳定教学成功的首要因素。教研室共有 10 名

老师，除给研究生上课外，教授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因此，对本科生、研究

生基本情况比较了解，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教研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

国古代文学〉教学在西藏的教学与实践》在 2019 年荣获国家民委教学成果一等

奖（见民委发〔2019〕140 号）。总结我们的创新点或者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1、顶层设计上既脚踏实际，又顶天立地。我们积极向对口支援的复旦大学中

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和华东师大中文系积极学习，学习他们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培养经验，又认真坚持因材施教原则。立足学生实际，又紧盯学科前沿。积极修

订教学培养方案，坚持本科授课中专业教学中的分层次教育原则；教学内容上删

繁就简，突出重点；

2、坚持民族高校定位，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贯彻始终，坚持民族交流交

融的大中华文学教育，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积极编写相关特色教材。我们先后编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基础》教材，

参编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其经典作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出版）。教材也因简洁明了的内容，受到了区内同学的好评；

4、积极鼓励老师申报课题和外出进修，提高科研水平。十多年来，我们先

后有 5位老师外出攻读学位，先后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坚持教学科研并

重，先后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6项（其中重点项目 2项，省级课题 8项）。

5、坚持邀请国内知名学者讲学，开展主办“文学讲堂”已十多年，先后邀

请了李浩、陈引驰、查屏球、胡晓明、范子烨、李小荣等教授做讲座，开阔学术

视野；并积极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华东师范大学一起主办学术会议；

6、积极申报国家教学级改革奖。2009 年我们申报到了教育部第二届中国语

言文学特色专业建设点，2019 年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批国家一流专业，都极大提

升了师生士气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