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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大学语文》思政教学设计 

——以曹植《白马篇》为例 
王施懿 

（武警警官学院 基础部  成都  610213） 

摘要：《大学语文》是军队院校的通识基础课，也是科学文化课程，蕴含了无尽的思政元素，是进行思政教学的前沿阵地。

本文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计划中曹植的《白马篇》一诗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并对该教学案例进行反思，以案例推动

军队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建设。 

关键词：军队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白马篇》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必须充分发挥课堂育

人主渠道作用。”[1]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功能寓于、融入专

业课和通识课，着眼“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才能

实现军队院校教育“为战育人、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在

军队院校中，在通识课进行课程思政，是帮助学员在各类课

程的隐性教育中，掌握党的科学理论知识，坚定崇高的理想

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优良的道

德品质和健康心理，打牢听党指挥、献身强军事业的思想政

治根基[2]。 

《大学语文》是军队院校的通识基础课，也是科学文化

课程，其虽然不属于思政课程，但蕴含了无尽的思政元素，

是进行思政教学的前沿阵地。本文以《大学语文》教学计划

中曹植的《白马篇》一诗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并对该教

学案例进行反思，以案例推动军队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思

政教学建设。 

一、曹植《白马篇》教学过程设计 

（一）以“英雄”话题导入，聚焦少年精神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

的少年英雄人才辈出。那么，如果我们回到群雄逐鹿的三国

时期，谁是你们心中的“英雄少年”呢？？。 

在建安文学中，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少年担起诗歌的使

命，彰显出建安时代的风骨。当面对异族入侵、军阀混战的

汉末社会，他怀抱“建永世之业”的信念写下一首“理想之

歌”。这首诗是《白马篇》，这位少年是曹植。在诗中曹植托

身为一位白马游侠少年，书写了一个“文人剑胆侠客梦”。 

（二）知人论世，明确少年志向 

曹植为何写下《白马篇》？我们简单了解作者生平。 

明确：曹植从小生乎乱，长乎军，自幼随父南征北战，

脚步遍及大半个中原。在汉末乱世，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

而献身一直是时代的最强音。因此少年曹植不满足于“贵公

子”的安逸生活，始终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

业，流金石之功”作为初心与志向。 

曹植的父亲曹操青年时代大有任侠之风。曹植受父亲的

影响，很仰慕“重气轻命，感分遗身”的侠义精神。《白马

篇》塑造了一位策马扬鞭的游侠少年，寄托了自己的愿望与

憧憬。在这首诗中，曹植将他的才华、他的骨气、他的词采

都展露无遗。 

（三）剖析少年形象，感悟战斗精神 

1.白马少年的外在形象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是诗歌的第一部分。一

匹用黄金装饰的白色骏马向西北方向的“战场”飞驰而去，

曹植描绘了一幅“白马少年图”。尽管这两句还未提及主人

公，但他的飒爽英姿已经呈现在眼前。 

“借问谁家子”？曹植用一个问题引起了读者对少年的

好奇，补叙了少年游侠的来历：这是一位来自幽并大地，并

且扬名边塞的游侠少年。唐代诗人王翰曾言：“醉卧沙场君

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位从小离开家乡的少年是如何

做到久经沙场，扬名边塞的呢？在战场上，精武强能的“战

斗力”是“能打胜仗”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宿昔，是指曾经刻苦训练的时光。“左的”“月支”“马

蹄”都是汉代各种箭靶的名称。这位扬名边塞的少年跃上战

马、左右开弓，箭无虚发。扬手能接飞猱，转身又射碎马蹄。

身姿敏捷胜过猿猴，勇猛好像虎豹和蛟龙。第二部分曹植用

铺叙的方法写出少年出神入化的“高超武艺”。 

《白马篇》前八句塑造了一位武艺高强、昂扬奋勇、雄

姿英发的少年游侠；他不负青春、苦练本领，从小便练就了

一身过硬的本领，展现出一种自信坚定、朝气蓬勃的少年精

神。2.白马少年的内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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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的少年有怎样的人生志向？ 

明确：在这位武艺高强的少年身上，读者看到了“初生

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敢，“召之即来、

战之必胜”的血性担当。曹植曾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

国忧”。在曹植的笔下，这位白马少年的志向不是个人英雄

主义的“仗剑行侠”，而是将国家利益作为心中正义守护的

“仗剑报国”。就像在这次疫情期间挺身而出的 90后，00后

一样，汉末乱世，这位壮志凌云的白马少年将自己的才华、

个人的理想融入到时代与国家的使命之中，体现出一种舍我

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担当。 

托身于刀锋利刃的战场，个人的生命，自己的家庭早已

无暇他顾。两个反问写出奔赴战场的少年早已将生死、家人

置之度外。“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让读者看到在国家

与家庭、大家与小家的选择上，白马少年能够舍小家，为大

家，为公废私。他将为个人的“小我”凝聚升华为“为国家”

的“大我”。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位少年捐躯赴国难的

选择，视死忽如归的气魄，彰显出“一名战士”舍生忘死、

仗剑报国的战斗精神。曹植把游侠的“义”和战士的“魂”

都倾注在白马少年身上，赋予他英雄的骨血肉和精气神。 

（四）切入学员视角，穿越时空对话 

同学们是否觉得这样的少年形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

觉？ 

明确：有人想到了矢志不渝、建功立业的诗人曹植，或

者是文韬武略、胸怀天下的三国英杰，但一定有学员们在这

位少年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冲锋在一线的战士们

和白马少年一样，在人民最危急关头，在国家一声令下，毫

不犹豫担负起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展现出军人的战斗精

神！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其实，中华民族经

历的每一次磨难，迎接的每一场大考都需要一种自信坚定、

努力拼搏的少年精神、需要一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

担当，需要一种舍生忘死、仗剑报国的战斗精神，这正是白

马少年身上的英雄情怀。 

（五）小结：英雄与战士的青春之歌 

《白马篇》是一位英雄少年的“青春之歌”；《白马篇》

同样是诗人曹植的“理想之歌”；《白马篇》更是一首属于“少

年们”的“英雄之歌”！一代有一代人的使命。相比三国时

期，如今的你们成长在更加复杂的时代浪潮之下，面临着新

时代的强军重任，虽然时代不同，但精神共存! 

二、曹植《白马篇》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分析与思考 

《白马篇》是三国时期曹植在青年时代创作的乐府诗。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但始终怀抱建功立业、收拾山

河的初心与志向。在诗歌中，他塑造了一位雄姿英发、武艺

超群、舍生忘死的英雄少年。在诵读和赏析诗歌中，军校学

员会自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英雄少年”的文学形象，在他

身上体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自信、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一

种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这位“英雄少年”的精神品质不仅

是诗人曹植的精神寄托，更与新时代的军校学员不谋而合。 

（一）思政教学目标设计 

本堂课的课程教学目标设定为，知识与技能目标为“疏

通文意，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过程与方法目标为“理解

白马少年的文学形象，提高诗歌鉴赏能力”；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为“体会曹植立志报国的英雄情怀”。 

在本堂课的思政育人目标设计上，进一步围绕军队院校

“为战育人”的总体原则与方向，结合军校学员的教学对象

特点，通过对《白马篇》中“英雄少年”文学形象的解读，

以实现激发学员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培养学员仗剑报

国、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提升学员强军担当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的思政目标。 

（二）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 

通过对曹植与《白马篇》思想与情感的解析，本堂课重

点从作品中白马少年的外在形象及内在精神两个角度进行

思政元素的挖掘。在“外在形象”的分析中，以“战斗力”

标准突出少年的“高超武艺”；在“内在精神”的分析中，

以“使命担当”解读少年仗剑报国的人生志向；以“牺牲奉

献”精神强化少年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 

（三）思政元素的融入方式 

通识课的课程思政教学注重“隐性教育”，《白马篇》这

首诗在文本上已经具有一定的思政色彩，因此在授课过程

中：采用贴近部队的军事用语，隐性地分析白马少年与军校

学员契合的形象特点；在解读诗歌的过程中，结合学员实际

引起学员的情感共鸣，弘扬诗歌中爱国主义的英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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