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报告文学经典作品在线阅读 报告文
学作品名篇十(模板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
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
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报告文学经典作品在线阅读篇一

摘要：教师在教学中从多方面注重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
同时大学生也要积极进行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不断提升自
身的英语文学素养，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英语文学;大学生

一、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培养的现状

二、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培养的策略

针对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现状，我们必须注重大学生英语
文学素养的培养，从多方面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促
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一，英语课堂上教师注意培养学生对于英语文学的兴趣。
大学的英语课，多是大学英语的课程，很多非英语专业学生
英语基础较差，对英语不感兴趣，对于英语文学的兴趣就更
小。为了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在英语课堂上教师可
以注意学生文学的兴趣培养。在讲授教学内容时，继续增强
学生对英语语言的喜爱，恰当地为学生介绍文学作品，联系
更多的文学信息，将教学内容与英美的文学知识结合在一起，
引起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兴趣。



第二，教学内容多介绍英语文学的相关知识，带领学生学会
文学赏析、评论等。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大学英语
课程的内容，教师讲授教学内容时比较偏重与英语语言的应
用，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作品的赏析进行地很少。为
了培养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教师可以讲课时注意突出与教
学内容相关的文学知识，在为学生讲解知识点的同时带领学
生去学习如何赏析文学作品，对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评论，
为学生推荐适合的文学作品，让学生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更多
的知识，也获得更多的关于世界、人生的思考。

第四，布置课下文学的延伸任务，定期检验学生的完成情况。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布置恰当的文学阅读任务和文学
赏析作业。根据教学内容，向学生推荐英语文学作品，要求
学生完成文学作品的相关任务，鼓励学生在进行文学阅读和
赏析的任务过程中，进行思考分析，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思考。
对于布置的文学任务，可以定期进行检查，通过写阅读反思、
影评等来检验学生对于文学作业的完成情况。

第五，学生自身要转变观念，变被动培养为主动提高。大学
生为了就业，更多的人都选择学习实用性强的课程，对于短
期内实用效果较小的文学学习却很忽略。要提高大学生的英
语文学素养，学生首先要从思想上转变以前的观念，意识到
文学学习和提高文学素养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重视自身
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其次在课堂上和课下主动进行文学作
品的阅读和学习，配合教师的文学学习的教学，积极完成教
师布置的文学相关作业将文学素养的培养当成一项长期的活
动。教师在教学中从多方面注重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
同时大学生也要积极进行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不断提升自
身的英语文学素养，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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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成功举办主题为“我的中国梦”的征文活动之后，今年浙
江省文学内刊联盟将举办主题为“和平与梦想”。

一、要求

1、内容：是反_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征文以“和平与梦想”
为主题。

围绕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为和平、为梦想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用文字记录和讲述亲历亲见的“和平与梦想”，阐释“和平
与梦想”的感悟，追逐梦想信念，高扬爱国情怀，展现浙江
人民在“和平与梦想”前进道路上的坚定足迹，反映浙江人
民实现和平与梦想的伟大实践。

2.体裁：小说、散文、诗歌(歌词)、报告文学、戏剧小品均
可。

小说字数控制在15000字以内，其他体裁字数控制在8000字以
内。

3.时间：截止于20xx年7月31日。

4.刊发：参评作品必须于20xx年到20xx年年底已在或将在全
省各地市文学内刊上首发。

5.出版：优秀作品由浙江省作家协会和省文学内刊联盟结集
出版。

二、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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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教学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电
影、电视、图片等不同艺术形式也应参与到课堂教学，通过
与文学作品的互读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
是，文学课程要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特征相互协调与配合，
实现双赢。

关键词：文学鉴赏;当代文学

一、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交互运用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
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
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
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
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
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
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
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
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
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
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
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
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
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
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
决问题的过程。

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
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
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
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
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



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
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
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
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
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
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
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
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
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
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
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
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
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
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
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
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
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
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
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
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
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
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
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
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
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
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
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
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
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



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
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
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
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
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
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
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
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

影像之于课堂教学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不重视，其一是限制学
生的想象力，其二是难以体味文字之美。对于不喜阅读文字、
只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了解文学作品的学生而言，作品
是以一种固化了的形象出现的，这就弱化了小说为读者留下
的想象空间。再者，电影与文学作品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形式，在转化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编，一部分图像无法
或很难展示的部分必然会丢失，其他内容也会经由导演或编
剧的理解产生一些“误差”，或增或减或变。文学作品与影
视作品之间的差异，正是戏文专业学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空
间。教师在课堂上可引入比较的视野，在对改编的评价中提
升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准。同时，老师也可指导学生讲文学作
品自己改编成剧本，表演并制作成短片，既考察学生的文学
鉴赏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为文学与影视教
学之间搭起了合作的桥梁，不同课程之间若能相互沟通配合，
让学生既不必增加学习负担又能锻炼多方面的能力，可谓一
举多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复杂，单一的教学方
法通常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要综合运用讲授、范
例、问题、探究等多种教学方法，使之相辅相成。随着科技
的发展，现代化教学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电影、电视、图片
等不同艺术形式也应参与到课堂教学，通过与文学作品的互
读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文学课程要
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特征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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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
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为了及时、生动地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国_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的重大成就和感人事迹，我们将在中
国作协的统一部署下，实施“：中国报告”中短篇报告文学
专项工程，特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相关主题的选题及作品。

本工程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专项之一。

除特殊约定外，遵照《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工作条例》
(2月17日修订)执行。

一、组织机构

本工程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
报告文学委员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文艺报社、人民文学
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民族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

二、征集主题和体裁

反映少数民族地区和人民在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践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过程中涌现出
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新气象，讴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
实践，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

凡有关上述主题和题材的.短篇和中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选
题及作品，均可提出申报。

字数不超过2万字。



内容真实，文责自负。

三、征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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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冰 / 旗帜之歌（组诗）

冬 箫 / 百年掠影（诗歌）

——曾经和现在的那些光

蒲素平/在铁塔上仰望祖国（诗歌）

—— 一个电力职工写给建党100 周年的颂歌

陈兆平 / 芙蓉花开（报告文学）

翁怀龙 / 大匠者勇

赵静怡 / 风云一举到天关

春 明 / 北送爱情故事

欧阳廷亮 / 挥师走天涯

遥 远 / 像黑夜穿过一棵树

傅玉丽 / 油茶花开的时候

林 平 / 红月场

邝立新 / 玫瑰相册

孙桂芳 / 桑根达来散记



陈必文 / 再到凉山

顾晓蕊 / 荷的一生

柳向阳 / 王绩的万里游

巩芳琴 / 踏雪夜归

高绪红 / xxx记

李宝森 / 写给大自然的诗（组诗）

冷 燃/在流水体内种下火焰（组诗）

唐子乔 / 我在生活中采撷（组诗）

毕林飞 / 老父亲

杨 宏 / 你得进趟山里

忽国旗 / 奢侈的早晨（外一首）

彭峰涛 / 证明自己

程世平 / 火石

李炳银 /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评长篇报告文学《美丽山之美》

魏司马 / 作为叙事风景的工人新村

朱静雯/杨宗立，一人一江一辈子

高一凡/张大爷的幸福生活



江 洲/舟山柔性直流输电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