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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强化教授上课、
建设“金课”、消灭“水课”。

提升高阶性、突出创新性、增加挑战度。坚持
分类建设、坚持扶强扶特。

经过三年左右时间，建成万门左右国家级和万
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简称一流本科课程
“双万计划”）

让课程优起来、教师强起来、学生忙起来、管
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



“双一流”建设高校、部省合建高校要明确要
求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专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建设名课、
讲授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建设一批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



课程内容强调广度和深度，突破习惯性认知模
式，培养学生深度分析、大胆质疑、勇于创新
的精神和能力。

教学内容体现前沿性与时代性，及时将学术研
究、科技发展前沿成果引入课程。教学方法体
现先进性与互动性，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
与个性化学习。

课程设计增加研究性、创新性、综合性内容，
加大学生学习投入，科学“增负”，让学生体
验“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学习挑战。



以提升教学效果为目的创新教学方法。强化课
堂设计，解决好怎么讲好课的问题，杜绝单纯
知识传递、忽视能力素质培养的现象。强化师
生互动、生生互动，解决好创新性、批判性思
维培养的问题，杜绝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
的现象。

以激发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为着力点，强化阅
读量和阅读能力考查，提升课程学习的广度。
加强研究型、项目式学习，丰富探究式、论文
式、报告答辩式等作业评价方式，提升课程学
习的深度。



从2019年到2021年，教育部将认定4000门左右
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4000门左右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6000
门左右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1500
门左右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1000
门左右国家级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2019年已经认定了5000余门课程，其中外国语
言文学类120余门。



推荐课程须至少经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
的建设和完善，取得实质性改革成效，在同类
课程中具有鲜明特色、良好的教学效果。

课程团队教学改革意识强烈、理念先进，人员
结构及任务分工合理。主讲教师具备良好的师
德师风，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较高学术造诣。

课程内容结构符合学生成长规律，依据学科前
沿动态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更新知识体系，契
合课程目标，教材选用符合教育部和学校教材
选用规定，教学资源丰富多样，体现思想性、
科学性与时代性。



课程基本信息

授课教师（教学团队）

课程目标（300字以内）
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1500字以内）
课程特色与创新（500字以内）
课程建设计划（500字以内）
附件材料清单：课程负责人的10分钟“说课”、
教学设计样例说明、最近一学期的教学日历、最
近一学期的测验、考试（考核）及答案（成果
等）、最近两学期的学生成绩分布统计、最近一
学期的课程教案、最近一学期学生评教结果统计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

主讲国家级精品课程“英语文学概论” 
长期从事诗歌研究，曾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和苏格兰文化委员会基金项目，出版过关于
英美诗歌研究的专著、编著、A&HCI和CSSCI期
刊论文多篇。



“英语诗歌赏析”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新生
研讨课”项目的成果，项目2016年立项建设，
获得建设资金1.5万元。

“新生研讨课”计划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改
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它针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的性质，改变以前的“低年级训练语言、高年
级学习知识”的旧做法，提出了知识型课程的
开设始于一年级新生的理念。

 2019年11月申请教材建设项目“英语诗歌赏析：
文学与社会视角”立项，获得建设经费2万元。



撰写教学研究论文若干篇，包括《学习英语与
学习文学：以国家级精品课程“英语文学概论”
为例》；《<英美诗歌选读>的教与学：五大社
会关联》；《语言与知识的悖论：如何培养英
语专业高层次人才？》。

 2016年接受《21世纪英语教育》专访，谈“英
语专业的知识教学应重于语言技能教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张剑教授专访”；

 2019年接受《中国对外贸易》第636期专访，
谈“知周中外，道济天下：专访北京外国语大
学英语学院院长张剑教授”。



“英语诗歌赏析” 与目前各个大学开设的类似
课程有着很大不同。

本课程现有教材《英美诗歌与诗论选读》（郑
燕虹、蒋洪新，外研社），《英美诗歌选读》
（蒲度戎，重庆大学出版社），《英美诗歌：
作品与评论》，（杨金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以及本人编著的《英美诗歌选读》（张
剑，外研社），以时间顺序安排内容。

本课程以“专题”为线索设计教学内容，涉及
学术界热议的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包括阶级、
性别、种族、战争、宗教、生态等。



文学，尤其是诗歌，一直被视为高雅艺术，视
为象牙之塔，似乎不接地气。其实这是一个误
解，本课程聚焦社会问题，培养对问题的敏感
度。

以文学为媒介，培养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兴趣，
培养他们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了
解诗歌呈现问题的特殊方式，培养他们的审美
素养。

通过文本阅读，理解以上问题如何在文学中得
到反映，同时也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去
分析其中反映的问题。



教学周 日期 教学内容与诗歌篇目 课前阅读与作业

2 9月20日 诗歌艺术：“抛石路面”、“挖掘”、“夏季赞”、“诗歌
入门”、“个人的赫利孔”

“商业社会、诗歌与人文教育” 

3 9月27日 阶级与阶层: “给英国人民的歌”、“1819年的英国”、“国

家文物托管会”“他们和我们”、“封面封底”
“泰坦尼克号与英国绅士风范”

5 10月11日 战争与历史：“他们”、“通过蒙宁门”、“徒劳”、“伤
兵”、“光彩与荣耀”

“第一次世界大战、浪漫幻想与

残酷现实” 

6 10月18日 战争与历史：“那一夜我奇怪地守夜”、“黎明时军营中的
一景”、“战争很善良”、“安西沃”、“惩罚”

“惠特曼、美国内战与民族和解”

7 10月25日 女性与男性：“序诗”、“致乔治·桑：识别”、“池塘的
话，于仲夏日”、“给我妹妹的诗”、“选择”

“童话、男性神话与女性主义”

8 11月1日 女性与男性：“晨歌”、“胜利”、“致离家的女儿”、
“镜子”、“分数”

“大屠杀与性犯罪：二战战争罪

行的文学与文化再现” 
提交期终赏析文章

9 11月8日 环境与生态：“采坚果”、“滨西的白杨”、“消失、消
失”、 “为被捕者恳请”、“活坟墓”、

“《圣经》、人类中心主义与

“复乐园”冲动” 



10 11月15日 环境与生态：“杜鹃花”、“蓟草”、“通过绿色的茎管催
动花朵的力”、“茵纳斯弗利岛”、“不惧冬风凛冽”

“科学、理性与“反乌托邦”想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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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月22日 种族与身份：“旋转木马”、“一件事”、“汤姆叔叔”、
“奇异的果实”、“黑人女孩之歌”、

“英国文学、殖民历史与话语体系”

12 11月29日
种族与身份：“电话交谈”、“不管挂在哪里”、“英格兰
是只母狗”、“来自非洲的遥远吼叫”、“在波士顿开往纽
约的火车上”

“大熔炉、沙拉碗与英国的多元文

化社会”

13 12月6日 改写与重写：“歌：来吧，跟我住一起”、“灰姑娘”、
“哈维萨姆”、“安妮·哈瑟维”、“欧律狄刻” 

“对话莎士比亚：大卫·格雷格的

《邓西嫩》”

14 12月13日 人生哲理: “橡树”、“未选之路”、“再谈蟾蜍”、“生
日歌，致雷切尔”、“不是你做什么”

“英国文学与英式幽默”

17 1月3日 提交期末赏析文章



每次上课阅读5首诗歌，它们涉及同一个话题；
全班同学分为5个组，每个组负责一首诗歌的解
读。

课前每个组针对所负责的诗歌收集相关信息，
包括作家背景、时代背景、诗歌背景，以及所
有与之相关的信息。

课堂上首先由教师进行“话题解说”，然后每
个组派代表进行“信息分享”，向全班汇报该
组的发现的信息，从而对诗歌进行解读。

然后由教师对同学的分享进行补充，对同学的
解读进行点评。





“阶级与社会分化”一讲，引导学生阅读十九
世纪的雪莱的诗歌，阅读描写工人、农民以及
下层人民的诗歌，了解英国社会的贫富差异、
剥削和压迫、社会正义等议题，同时也思考这
些问题的历史发展，以及在二十世纪的贫穷和
社会保障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从而
形成一种探究式的学习模式。



“生态与环境”一讲，引导学生阅读自然诗歌、
风景诗歌、动物诗歌，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动物伦理、素食主义等问
题。对这些诗歌的讨论增加了学生对环境问题
的认识，了解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资源枯
竭，环境污染，沙漠化等议题，同时也提高他
们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

“战争与历史”一讲，引导学生阅读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诗歌、美国内战的诗歌、北爱尔兰动
乱的诗歌，在阅读的同时思考和讨论战争的正
义性问题、战争对个人造成的创伤问题、战争
责任问题。



在讨论一战诗歌时，教师会指出诗歌中所反映
的“反战”问题。有人说，这些诗人之所以反
战，并是因为他们懦弱，想逃避战争。

但是在阅读诗歌时，学生们会逐渐发现，这些
诗人并不是懦夫，他们非常勇敢，有些获得过
战斗勋章，有些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他们“反战”的主要原因是质疑战争的正义性，
他们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
那么什么样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呢？是否存
在正义的战争呢？这些都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
题，在课堂上往往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低年级训练语言、高年级学
习知识”，往往涉及大量的技能训练，这些技能
训练往往是重复的、枯燥的和机械的。

但是当代的大学生的智力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较
高水平，如果我们的课程不能对他们的智力成长
提供帮助，那么他们可能会对这个专业感到失望。

本课程提出了开设知识型课程应始于一年级新生
的理念，其提供的内容改变了大学前两年完全进
行重复、枯燥和机械的语言技能训练的状态，使
大学生从一开始就接触到大学的教学内容，在智
力和知识两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刺激和挑战，从
而获得大学教育的体验。



 期中诗歌赏析:  40%

诗歌赏析文章1篇，长度为（中文）2800字
/篇，或者（英文）1500字/篇。
 课堂表现与出勤:  20 % 

课前阅读情况、课堂发言情况、课堂陈述情
况、出勤情况都将纳入评估范围。

 期末诗歌赏析:  40  % 

    诗歌赏析文章1篇，长度为（中文）2800
字/篇，或者（英文）1500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