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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单元一  绪论 

【单元学习目标】 

1. 明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2. 初步了解和掌握本课程的实践训练方法。  

活动 1  组建学习团队 

【活动目标】 

1. 组建学习团队，明确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2. 建立学习规则，形成课程实训教学的制度保障。  

【活动内容】 

1. 学生自行查阅资料，明确什么是团队，怎样组建团队，怎

样做好团队建设。  

2. 根据教学实际，教学班学生组建学习小组（5～6 人一组），

按照教学需要确定组长，并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确定记录人、报

告人、材料收集和保管人等。  

3. 学习小组内部讨论并形成科学合理的教学实训规则。  



4. 学习委员于开学第二周收集各学习小组拟定的成员分工

及教学实训规则。  

5. 教师进行审核，并整合成全班需要执行的课程实训规则。 

活动 2  了解参与式教学 

【活动目标】 

1. 了解学与教的新方式。  

2. 理性评价各种教学方式。  

【活动内容】 

1. 学生自行在课后查询什么是参与式教学，明确参与式教学

的基本概念、特征及要求。  

2. 学生总结在日常学习中体现出来的学习特征。回顾自己日

常的学习活动，从常用的学习方法、学习准备、教师与自己在学

习中的角色、师生关系等方面思考自己日常学习的特征，用简短

的语言填写在下面的表格中。  

我在日常学习中体现出来的学习特征  

常用的学习方式或方法   

学习的准备   

教师的角色   

学生自己的角色   

师生关系   

常用的学习资源   



·003· 

3. 比较：感受传统学习和参与式学习的差异。请同学们进行

小组讨论，由学习小组共同完成下表，罗列出参与式学习和传统

学习方式的不同特征。  

参与式学习方式的特征  传统学习方式特征  

 

 

 

 

4. 辨析两种学习方式的优势与不足。请同学们通过小组讨论

的形式，由学习小组共同完成下表，辨析参与式学习与传统学习

的优缺点。  

参与式学习的优势  参与式学习的不足  综合评价  

 

 
  

传统学习的优势  传统学习的不足  综合评价  

 

 
  

活动 3  明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活动目标】 

1. 明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2. 初步体会团队协作的学习方式。  

【活动内容】 

1. 每位学生课前查阅资料，明确什么是“文学”，思考“中



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思考怎样学习文学课程。  

2. 课前各小组自行讨论：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程的

预期目标，你想通过本门课程学习到什么？  

3. 全班交流：小组发言人向全班汇报小组讨论情况。  

4. 教师小结，简要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做课前学习引导，

使学生明确本门课程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基本的学习方法及教

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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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导论 

单元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导论 

【单元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分期。  

2. 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3. 初步了解收集、选择、整理、研究文献的方法。  

活动 1  联系已有的历史知识，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
的根本原因 

【活动目标】 

1. 考察历史现象及其产生条件之间存在的历史逻辑性，培养

学生的史学观。  

2. 学习文献调研的方法，明确参考文献的标注方式。  

【活动内容】 

1. 课前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大致把握中国 19 世纪末 20 世

单元二 



纪初的历史；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根

本原因。  

2. 课前各学习小组汇总收集的资料，并进行整理、分析。  

3. 联系资料和教材，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归纳总

结，推荐小组代表在课堂上作答。  

4. 提交收集的资料：①  资料前标注：班级、小组、姓名、

查阅时间、查阅途径；②  可以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注主要参考、

引用的文献。  

5. 教师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  

活动 2  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 

【活动目标】 

1. 了解中国文学的变化历程，培养理性的历史观，树立人类

认识是变动不居的观念。  

2. 培养学生质疑能力，让学生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

具备理性精神。  

3. 学习文献检索方法，掌握参考文献的标注方式。  

【活动内容】 

1. 阅读曹万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导论”第一、二部分，

了解中国文学分期的不同观点，并选择其中某一观点，根据教材

注释提示，尝试性地检索你所选择的观点的原始文献。  

2. 各组组长负责检查作业完成情况，教师抽查学习小组收集

的文献资料，了解学生进行文献检索的途径和方法，查看学生对

参考文献的标注是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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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思考】 

1. 查阅资料，明确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对中国现代

文学构建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及局限性。  

2. 从思想史或文化史观的角度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

代文学、外国文学的承传及源流关系。  

【学习资料】 

参考文献在学术论文中的标注方法① 

参考文献是对一个信息资源或其中一部分进行准确和详细著

录的数据，位于文末或文中的信息源。其著录项目和著录格式遵

照《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国家标准 GB/T7714—

2015）的规定执行。  

《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是一项专门供著者和编辑编

撰文后参考文献使用的国家标准。本标准规定了各个学科、各种

类型信息资源的参考文献著录项目、著录顺序、著录用的符号、

著录用文字、各个著录项目的著录方法以及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

标注方法。科研成果在著录项目的设置、著录格式的确定、参考

文献的著录以及参考文献表的组织等方面尽量与国际标准保持一

致，以达到共享文献信息资源的目的。  

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信息源是被著录的文献本身。其中，专

著是以单卷本或多卷册（在限定的期限内出齐）形式出自印刷型

或非印刷型出版物，包括普通图书、古籍、论文集、学位论文、

汇编、标准、报告、多卷书、丛书等，可依据书名页、版本记录

 
①  参考《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国家标准 GB/T7714—2015），

著录格式举例有所改动（以文学类文献为例），引用内容仅针对文科类本

科论文写作。  



页、封面等主要信息源著录各个著录项目；析出文献指从整个信

息资源中析出的具有独立篇名的文献，专著、论文集中析出的篇

章与报刊上的文章依据参考文献本身著录析出文献的信息，并依

据主要信息源著录析出文献的出处；电子资源是以数字方式将图、

文、声、像等信息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

或相关设备使用的记录有知识内容或艺术内容的信息资源，包括

电子公告、电子图书上、电子期刊、数据库。磁、光盘依据标签、

附件著录，网络信息依据特定网址中的信息著录。   

著录用文字  

1. 参考文献原则上要求用信息资源本身的语种著录，必要时

可采用双语著录。  

2. 著录数字时，须保持文献原有的形式，但卷期号、页码、

出版年、版次等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外文书的版次用序数词的缩

写形式表示。  

3. 个人著者，其姓全部著录，而名可以缩写为首字母；如果

用首字母无法识别该人名时，则用全名。  

4. 出版项中附在出版地之后的省名、州名、国名等以及作为

限定语的机关团体名称可按国际公认的方法缩写。  

5. 西文期刊刊名的缩写可参照 ISO4《信息与文献——出版

物题名和标题缩写规则》的规定。  

6. 著录外文文献时，大写字母的使用要符合文献本身文种的

习惯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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