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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点学科对于本科专业内涵建设所具有的引领意义与支撑作用，一是在学科建设上，强调科研
的育人性与教学的学术性；二是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专业优势，彰显专业特色；三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加强
师风师德的培育和青年教师专业技能的提高；四是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注重整体提高的同时，注意拔尖人才
的培养。这对于今后此类本科专业建设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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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就“中国语言文学类”而言，共包括五个

专业方向，分别为：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

教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在专业

目录调整、确定之后，专业内涵的建设就成为本科

专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对传统的师范院校来说，中

文专业大多是其传统的优势学科，拥有省级以上的

重点学科、教学团队以及特色专业等，因而在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那么，如何

将这种学科优势，尤其是各类重点学科的引领作用

在本科专业的内涵建设中体现出来？或者说，如何

以重点学科为龙头，以特色专业为平台，发挥学科

优势，从而促进本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本文即以西

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对这一问题予以

探讨。
西北师范大学是一所传统的师范类综合院校，

现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重点大

学、国家重点支持的西部地区十四所大学之一。其

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是学校文

科领域的龙头专业，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与优良的

学风。自建校之初起，黎锦熙、罗根泽、杨伯峻、彭

铎、郭晋稀、李嘉言、王汝弼、李鼎文等先生先后执

教于此，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为本专业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赵逵夫教授

为学术带头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更是有了长足的

发展，1992 年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1996 年创建博

士点，2003 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建立了中国语言文

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重

点学科。就本科专业而言，汉语言文学是学校的核

心专业，2008 年 8 月被批准为教育部“质量工程”特
色专业。近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国家级特色专

业为依托，形成了以“中国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建设为支撑，以课程建设

为着力点，以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为归宿的汉语言

文学专业内涵建设体系。
专业内涵建设本质上是对整个学科力量的整

合。西北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强调“经典导

读”的性质，彰显国学特色，坚持教学的学术性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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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育人性，从而解决了如何通过“龙头”学科的辐

射和带动来实现专业的整体推进，如何将优势学

科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如何在汉语言文

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国学特色等教学问题，

全面促进了汉语言文学特色专业的内涵建设。具

体而言：

一、依托“汉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平台，充

分发挥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科优势，带动汉语言

文学学科建设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有甘肃省先秦文

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

所、西北师范大学先秦文学与文化创新平台（Ⅰ类）

和国学中心四个基地、平台。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建

设中，特色内涵逐渐明确，即以学术的育人性和地

域性为主导，为甘肃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提供文化和人才上的支持，是汉语言文学特色

专业建设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提升汉语言文学特

色专业内涵的基本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特色专

业其实就是优势学科，特色专业建设必然是以优势

学科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色

内涵建设是以国家级特色专业———中国语言文学

专业为平台，以国家级重点培育学科“中国古代文

学”为龙头，以学术的育人性和西部地域性为基本

发展方向的。
（一）学术的育人性

基于将学术研究同育人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

理念，把汉语言文学教学同古代文化结合起来，结

合现实，进行新的阐释，在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

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比如赵逵夫教授结合考古

资料和古代民俗资料讲解神话和辞赋，任遂虎教授

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核”对传统文论进行现代阐

释与系统讲解，李晓卫教授从中外文化与文学关系

及欧美文学与宗教关系等多视角进行教学研究，周

玉秀教授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时强调以传承中华

优秀文化为授业根本，李占鹏教授结合古代戏剧文

物讲解宋元戏曲与民俗文化，韩高年教授把古代礼

俗仪式同《诗经》《楚辞》的韵诵形式相结合，马世年

教授将先秦诸子与传统思想的现代化相结合等，都

力图揭示中外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厚文化内蕴

和其在今天的积极意义，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教学反

响。
（二）西部地域性

西部地域性即把古代文学研究同地方文化结

合起来。大西北是周、秦民族发祥地，是民族大迁

徙、大融合的舞台，是古代文人向往的地方，诸如

《诗经》与早期周族的迁徙，《史记》《汉书》与西汉开

拓西北疆域，边塞战争、民族融合与唐代边塞诗，敦

煌曲子词与宋词的繁荣，晚清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

西北的探险侵略与近代文学等，对于增强学生的爱

国热情和西部大开发的使命感都有一定的意义。这

些内容也是本专业教师的科研课题和讲授中国古

代文学的一个侧重点。
二、以彰显国学底蕴为核心，以经典导读为特

色，深入推进课程建设，并在实践中坚持教学的学术

性

特色专业建设是一个立体化的系统，涉及人才

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体系的完善、教学环节的监

督等，精品课教学团队和教材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之一。2008 年 8 月以来，教师们参与到汉语言文学

特色专业建设中，从课程、教材、团队等不同层面入

手，形成了全面的、互动的汉语言文学特色专业建

设思路。在精品课程建设方面，建成的省级精品课

程有《中国古代文学》《20 世纪中国文学》《美学》《古

代汉语》《写作》《新时期文学研究》《先秦诸子散文

导读》《〈诗经〉〈楚辞〉导读》等。从 2008 年开始，汉

语言文学专业开始实施经过修订的新的学分制教

学计划，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课程体系。在制定新的

课程体系的过程中，学院确立了以彰显国学底蕴为

核心，以经典导读为特色，夯实学生专业基础，同时

开拓学生学术视野的指导方针。在这一精神的指导

下，学院以古今学术经典为标准，开设了中国古代

文学史、《诗经》《楚辞》研究、先秦诸子散文研究、魏
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唐诗研究、中国古代戏剧研究、
宋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明清小说研究、古典文献

学、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新诗研究、中国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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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戏剧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散

文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欧美文学与宗教研

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等课程，不但使学生的专业素

养有了很大提升，学生的学术兴趣也被极大地调动

起来。
该专业所设课程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知识的讲

授上，而是将一些具有前沿性的课题引入到教学

中，以此拓展学生的学术思维，使学生了解学术发

展的动向，加强教学的学术性。韩高年教授和马世

年教授所开设的“《诗经》《楚辞》导读”和“先秦诸子

散文导读”，是两门既具有基础学科性质，又具有研

究深度与广度的课程。这些课程以“普及国学知识，

提高国学素养”为基本思想，旨在拓展学生的知识

结构，并使学生全面学习、掌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

从而提高其“元典精读”的能力和国学普及的程度，

提升专业素养，增强专业能力。
三、以师风师德建设为着力点，以青年教师培养

为抓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也是专业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本专业以师德为根本，强化师风师德建设。

在 2012 年由甘肃省科教文卫工会组织的“全省师

德标兵和师德建设先进集体”表彰活动中，文学院

获“全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世年教授

荣获“甘肃省师德标兵”荣誉称号和第十七届甘肃

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另一方面，师资建设以青

年教师培养为抓手，为促进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水平

的提升及专业发展，鼓励青年教师创新教学方式，

提升本科教学质量，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努力打

造一流的教师队伍。本专业持续举办“青年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通过比赛，使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有

明显的提升，并进一步落实了“教学为重”的理念。
此外，本专业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策略，有针

对性地加强弱势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同时，积极

鼓励教师从事教学研究活动，并在津贴分配等环节

采取有关激励、表彰措施，规定对正式发表的教学

研究论文予以奖励。
四、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促进学生专业素

养提高的同时，注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专业内涵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本科生培养质量

的全面提升，因此，本专业将学生素养的提升作为

内涵建设的重要任务，积极倡导学生开展学术活

动，支持学生申报学校的学生科研资助项目，支持

教师积极参与学生的文学社团、学术创新活动，支

持并指导学生举办话剧演出、文学创作等活动。为

突出本专业的国学特色，近年来连续举办多场有本

科生、研究生参加的“国学讲堂”学术报告和届次化

的“读书月”活动。
为提高本科生论文写作质量，结合学院规定，

本专业加强对学年论文的指导，并将学年论文成

绩纳入保研考评体系，规定学年论文成绩达到良

好及以上者方能获得推免资格，为成绩优秀者加

分。此外，本专业特别设置了优秀人才培养班级

“云亭班”，大力践行“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教学改革思路，取得了突出成

果。“云亭班”自组建以来，课程组老师就大力辅

导学生养成学术习惯，参与学术科研立项，努力进

行学术研究，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经过

不懈的努力，目前已有多名学生在《宁夏大学学

报》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6 件作

品入围学校第九届“挑战杯”竞赛，1 件作品荣获

特等奖。
总体来说，通过国家重点学科的引领与学术支

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内涵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学科品质显著提升，课程体系渐趋完善，教学团

队得以优化，学生专业素养不断提高。此外，本专业

服务社会的功能也大为加强。要之，分析西北师范

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个案，可以看出重点学科对

于本科专业内涵建设所具有的引领意义与支撑作

用：一是在学科建设上，强调科研的育人性与教学

的学术性；二是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专业优势，彰显

专业特色；三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加强师风师德

的培育和青年教师专业技能的提高；四是在人才培

养模式上，注重整体提高的同时，注意拔尖人才的

培养。这对于今后此类本科专业建设的问题，也具

有一定的范式意义。
（编辑：李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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