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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与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文艺学论纲》（修订本）及《文艺学撷英》配套
使用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参考书，对于使用其他教材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也有参考价值。
    “文学概论教学大纲”的章节安排与《文艺学论纲》保持一致，我用这种形式表达了自己对文学概
论课程教学的若干认识，其中也凝聚了从事这门课程教学多年的体会，希望对读者的教学能有所帮助
。
    《文艺学论纲》纲要是《文艺学论纲》观点忠实的浓缩，与教材本身对照阅读将有助于读者把握全
书的重点。
我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很欢迎这样的材料。
但要强调的是，只有在与教材的对照阅读中，纲要的作用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否则，如果孤立地死记
硬背纲要的内容既索然无趣也对学习并无裨益。
    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理论文献是学习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环节。
“文学概论教学大纲”中将《文艺学撷英》的全部篇目分散到各章，但实际上，一篇文献的内容通常
并不限于一章一节的范围，需要在相关章节的教学中加以呼应。
《文艺学撷英》本身和大纲第三部分提供了延伸阅读的线索，“文学理论参考书目提要”则对三十种
重要的理论经典、文论选本、文论史论著等进行了介绍，希望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
    我在教学中鼓励学生研究试题并曾让学生尝试命题，我认为这有助于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阅读教材
，体会教学意图，把握教学内容。
本书收录的试题除了最近几年的研究生入学试题以外，都是由我命题的，我和其他老师命题的主要依
据都是《文艺学论纲》，所以这一套试题将会对使用该书的读者有益，对于其他读者也会有一定的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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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文艺学论纲》(修订本)以及《文艺学撷英》的配套
用书，对于使用其他教材的文学概论教学也有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主持的文学概论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项目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全书包括教学大纲、教材纲要、参考书目提要、试题选录和教学改革总结等五个部分，完整地表现了
作者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思路和方法、重点和难点、延伸学习的路径的认识，对于教师教学
和学生学习文学概论课程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所附《文艺学论纲》多媒体教学课件光盘，资料丰富，形式活泼，既可供教师课堂教学使用，也
可供学生作为自学的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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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影响和制约的表现之三是对文学形式的功利运用。
    由于文学具有形象性、情感性等特点，其他各种上层建筑部门往往都以文学为形式，来宣传自己的
思想，扩大自己的影响。
在文学史上，以宣传一定的政治主张、宗教教义、道德观念、哲学原理为任务的作品屡见不鲜。
这种对文学的功利性运用，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有时甚至蔚然而成一种运动和
流派，形成一定的文学传统。
    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既独立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也独立于人类的其他精神生产
活动。
研究它的一般本质和特点，讨论其他上层建筑对它的渗透和影响，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抹杀它的独
特本质。
    第三节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创造    一文学用语言创造非现实的审美对象    人的审美活动普遍
存在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其他过程中。
在这些过程中，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只是人对现实诸多关系中的一种，而且往往不是其中主要内容。
但是对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来说，审美则成为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艺术和一般审美活动的不同还在于，它是通过自己创造人工的审美对象来获得美的享受和启迪。
文学创造活动的主体——作者根据一定的审美理想对现实世界做出审美反映，创造出传达自己审美意
识的文学形象及其体系作为人工的审美对象。
这一对象的载体就是文学作品。
文学接受活动的主体——读者在阅读和欣赏作品时，感受体验作者创造的审美对象，并以此为基础展
开自己的审美再创造活动，补充、丰富以至重新创造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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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概论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带入性质的基础课。
它为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和高一级文学理论课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配套用书”之一，全书共分5个部分，具体内容包括教
学大纲、教材纲要、参考书目提要、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理论试题选录等，该书完整地表现了作者对
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思路和方法、重点和难点、延伸学习的路径的认识，该书可供各大院校作
为教材使用，也可为教师教学作参考之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学研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