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智慧》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OLI0031112020 课程性质 通识教育课程 

课程名称 中国智慧 

英文名称  Chinese Wisdom 

学时/学分 18学时/1学分 
其中实验 /

实践学时 
6 学时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专业 全校本科生 

先修课程 无 

大纲撰写人 苟东锋等 大纲审核人 龚咏梅 

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

org/course/ECNU-

1002535026 

授课语言 汉语 

注：课程性质选择下列类别之一： 公共基础、通识教育（人类思维与学科史论、经典阅读、通识核心、分布式课程）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为全校本科通识选修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来。坚持“四个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实现以“中国智慧”涵养学生心灵、以文化人的目标，争取打造成我校品

牌课程和国家精品视频在线课程。“四个相结合”即：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立足当下，与中国梦、“两个一百年

版”相结合；精彩内容与正确的政治导向相结合，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国情，使大学生认同于“四个自

信”；中与外相结合，从世界的视野展示中国智慧的特色和魅力，各美其美；人文素质熏陶与学生兴趣相结合，

通过讲故事、读经典、赏析品鉴，培育和提升大学生人文和科学素养。从与“中国智慧”课程内容相关的院系中

聘请政治素质高、学识渊博、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共同授课。每个班级配备助教，负责教学管理。 

 

二、课程目标 

1.支撑的核心素养（至少选择一项） 

（√  ）明德乐群    （  ）基础扎实    （  ）身心健康 

（  ）国际视野    （√）反思探究    （√）持续发展 

2.课程着重培养的思维：（至少选择一项） 

（  √）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   （√）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   （  ）其他：请自主填写              。 

 

目标 1：理解中国智慧的诸多内涵、形式，把握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版历史中积淀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政治、

民俗等多方面的智慧的不同特点和发展脉络。（支撑核心素养“反思探究”，培养“逻辑思维”） 

目标 2：理解中国智慧蕴含的人生启迪、自然与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蕴含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智慧与知识、意见、常识

的区别与联系。（支撑核心素养“反思探究”，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目标 3:以当代视角、国际视野审视传统中国智慧，辩证地评价其得失，培育文化自信，面向未来培养时代新人。（支撑核心素养

“持续发展”）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 

（重难点请标注） 

第一篇   哲学与科学的智慧 

第一讲 先秦诸子的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3） 

学时：2 

一、中国是否有哲学 

1.哲学与中国哲学 

2.轴心时代的理论 

二、先秦诸子的起源 

1.古之道术说 

2.王官说 

3.救时之弊说 

三、新思想是怎么发生的 

1.对几种成说的分析 

2.作为理想的周文 

3.中国哲学的内在理路 



 

要求学生：1.区分作为事实的“历史”与作为学问的“历史”；了解历史书写的主要困难。2.理解历史思考从“当下”出发回到“当

下”的一个环形结构，具体来说即：主体感知到变化和差异→用历史来对此加以解释，形成历史认知→用该认知来更好地认清世界和

自我→引导具体的行动。3.理解历史思考的两大特点：①现时性，即处理历史是在站在当下，处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②

交际性，即历史知识的形成和起效都是在语境中关联性地出现的。4.了解人类如何用历史思考来定位、用历史思考来取向、用历史思

考来批判。 

实践内容：阅读不同的历史文本，区分史料、历史叙述、历史知识等类型，判断不同文本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并进一步讨论以下问

题：历史学家是“镜子”还是“工匠”。 

 

第二讲 儒道思想的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2、3） 

学时：2 

 

一、孔子的精神 

1.义利之辨 

2.天命观念 

3.仁的思想 

二、老子的气质 

1.道家与隐者 

2.道与逆向思维 

3.道的大意 



 

 

要求学生：1.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道互补”的基本内容和意义。2.从孔子人生特别是周游列国的心路历程理解其践仁知天的思想。

3.从老子的个性及其逆向思维的角度理解其为什么提出了“道”的观念以及“道”的大意。 

实践内容：1.课上讨论问题一“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什么突出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人对哪些问题尤为关注？”问题二“做一个

思想实验，设想有一群人被封闭在一个铁屋子里，出不去，里面的资源有限，会出现什么情况？”2.课后阅读钱穆《孔子传》，了解和

体会孔子的一生。阅读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思考老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其思维方式和思想之间有什么关系。 

 

第三讲 中国科技的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 

学时：2 

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概述 

    1.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历程 

    2. 何谓“中国科学” 

二、中国古代科技的智慧 

1. 寓道于术——中国古代的数学与天文学 

2. 敬天法地——中国古代的农学 

3. 医养并重——中国古代的医学与养生 

4. 巧夺天工——中国古代的工程与技术发明 

三、中西科学比较 



 

1. 中国科学的优长与局限 

2. “李约瑟问题”（可讨论） 

要求学生：1.了解中国古代技术和工程领域的伟大成就以及蕴含其中的智慧。2.了解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的卓越成

就以及蕴含其中的智慧，并通过分析中国和西方在探索自然中的方法论差异，认识到中国古代科学的优长与局限。3.理解李约瑟问题

以及有关各种不同的解答思路，并认识到该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实践内容：阅读《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文献，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并尝试对李约瑟问题是否成立给出自己的看法。 

 

 

第二篇  文学与艺术的智慧 

第一讲  《红楼梦》中的道家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 

学时：2 

 

一、“情种”庄子与《红楼梦》中的“多情”、“痴情”与“情不情” 

1、“情种”庄子的“情”论 

2、“多情”与“爱博而心劳” 

3、“意淫”与“痴情” 

4、“情不情”与审美情怀 

 

二、宝玉唯一一次顶撞父亲的道家意味 

1、宝玉顶撞父亲的关键词是“天然” 

2、《庄子》以“天然”对抗“异化” 

3、《红楼梦》中的“天然” 



 

 

三、冷香丸的象征意蕴 

1、宝钗为何与“灵性”无缘 

2、《庄子》对生命结构的划分 

3、《庄子》寓言与冷香丸的象征意蕴 

 

四、黛玉妙玉的孤标傲世是道家主张吗？ 

1、对庄子傲世与独立精神的误读 

2、《红楼梦》中“兼美”一词的暗示 

3、“顺人而不失己，游于世而不僻” 

要求学生：1.了解《庄子》中的“无情”实际上是一种“爱人利物”的“大情”，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体

会宝玉的“多情”是一种“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平等精神，是一种“以痴情体贴”的博大爱心。 

2.了解《庄子》所划分的三个生命层次及其生命立场，找到“冷香丸”在《庄子》中对应的出处，理解《红楼梦》中为什么把宝钗

塑造成了一个博学多才、长袖善舞而且有着“停机德”、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却又明确揭示出宝钗与“灵性”无缘。 

3．了解庄子对功名富贵的大蔑视背后又有着“不敖倪于万物”、“与世俗处”的大谦卑，有着“顺人而不失己，游于世而不僻”处

世哲学，理解黛玉的“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并非是《红楼梦》中设置的理想人格。 

实践内容：讨论—— “冷香丸”对宝钗是褒是贬？为什么？ 

 

 

第二讲  古典诗词中的中国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3） 

学时：2 

一、古典诗词中的人生智慧 

1.“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达观的人生态度 

2.“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随性的人生境界 

3.“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孤高的人格理想 



 

4.“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温馨的人情世界 

二、古典诗词中的历史洞见 

1 古典诗词中的历史叙述 

2 对历史细节的诗化呈现 

3.咏史诗与怀古诗对历史的咏叹 

4.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以王安石《明妃曲》为例 

 

要求学生： 

1.了解古代诗歌的文体性质和社会功能（《毛诗正义》所谓“一名而三训”）；了解古典诗词蕴含智慧的儒释道来源；通过苏轼《定风波》

和《临江仙》了解其达观形象的自我呈现和人生反思 

2.通过王维《终南别业》了解其山水诗背后的禅宗思想和人生感悟； 

3.通过柳宗元《江雪》了解屈原以来中国诗人孤高人格的诗意呈现 

4.通过杜甫《客至》《江村》了解古代诗人与他人相处和交往的方式，体会其所处的人情世界。 

 

实践内容： 

讨论本课涉及诗词中所含中国古代儒家、释家、道家的思想和智慧 

 

第三讲  汉字中的中国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一、从古到今——汉字演变说略 

1.汉字悠久的历史 

2.汉字的形体及其演变 

二、据形析义——“六书”说略 



 

1.当下随意解析字形字义举隅 

2.正本清源谈六书 

3.汉字形体分析与文献阅读 

三、字里乾坤——汉字文化说略 

1.汉字与表意 

2.汉字与文化 

 

要求学生： 

1.能够结合日常所学、所用，初步了解汉字中蕴含的中国智慧。 

2.能够从基础教育、社会用字等多个方面反思汉字使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割断历史、不讲理据、胡乱说解汉字文化、错误使用

繁体字等。 

3.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汉字的表意性特点，汉字与汉语的和谐共存，汉字与文化的关系等，理解、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从而更

好地理解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内容： 

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正本清源讲解分析汉字，并能挖掘蕴含在汉字中的文化现象。 

 

第四讲 书法中的中国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一、汉字书写与华夏美学世界 

1.从书写到书法：人类艺术史上的奇妙跨越 

2.书法与中国人的生活美学 

二、书法与修为 

1.“字如其人”的深层逻辑 

2. “书法益智”科学实验的人文解析 

三、毫端上的快乐家园 

1.“笔冢墨池”别解 

2.书法养生谈 

 

要求学生：1.让同学深刻理解书法的本质内涵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位置。了解如下知识点：书法创意之本，在于调动汉字构形

系统之美学资源；将写字泛化为艺术活动，营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世界；“心正则笔正”“字如其人”观念的民族认同，将书法

提升为人生修为手段；以书法愉悦身心的传统，营造了华夏中国的一个特定精神家园。 

实践内容：理性评估当代书法现状；思考“书法进课堂”的现实意义，以及无纸化文字传输时代的书法意义何在。 

 

第五讲 绘画中的中国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绪论 

1、中国画的定义 

2、位于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中国绘画 

3、中国绘画的智慧源泉 

 

一、中国绘画的发现与自觉 

 



 

1、“书画本来同”——中国画的笔墨和构图 

（1）中国书画的起源与工具 

（2）中国画的笔墨 

 

2、“画写物外形”——中国画的形与神 

（1）求真写生 

（2）以形写神 

 

 

3、“格高而思逸”——中国画的气韵与格法 

（1）文人格调（气韵） 

（2）胸有成竹（方法） 

（3）自娱与娱人（意境） 

要求学生：1.了解“中国画”的定义和内涵发展，以及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它独特的体系和风貌。2.通过对中国绘画笔墨工具、用笔

特征、观察视角、构图方式进行分析，希望学生能够对其艺术特征、历史发展、文化理解等有更深刻的理解，。3.通过作品分析中国

绘画的形神观，气韵与格法，体会中国绘画的审美意境与创作理念。 

实践内容：1、课堂讨论问题：问题一：通过图像视觉分析和文化解读，回答中国人怎样用什么样的视觉方式和经验来中国人观看世

界和表现世界？问题二：如何理解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和齐白石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2、课后阅读徐复观

《中国艺术之精神》，从思想史角度加深对中国艺术之绘画的审美理解。 

 

第六讲 古诗词歌曲的中国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一、以景喻人：古诗词歌曲中“天人合一”的有我、无我之境 

1.解析作品：《咏梅》《春江花月夜》 

2.解析作品：《枫桥夜泊》《水调歌头》《渔舟唱晚》 

 

二、意蕴典雅与情感张弛：《诗经》歌曲中的中庸和谐（中和）思想 

1、解析作品：《关雎》《越人歌》 

2、解析作品：《子衿》《山鬼》 

 

要求学生： 

1.能够从历史、地域和民族特征多个角度描述中国民族声乐的基本脉络。 

2.能够描述中国声乐的文化特征以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 

3.能够理解中国智慧在声乐作品呈现的方方面面，包括其中的社会伦理道德、艺术人文修养和哲学思辨能力。 

 

实践内容： 

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智慧元素，如“礼”、“义”、“仁”、“和”在古代和当代的重要价值。 

 

第三篇   民俗与礼仪的智慧 

第一讲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一、 中国岁时节日的发展脉络 

1. 上古时期的岁时观念 

2. 汉魏与中国岁时节日体系的形成 

二、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智慧 

1. 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智慧 

2. 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智慧 



 

3. 岁时节日中的文学与艺术 

三、 社会转型与传统岁时节日的现代变迁 

1. 岁时节日、法定假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 岁时节日与当代社会 

 

要求学生：1. 了解中国岁时节日的发展脉络及其中蕴藏的中国智慧；2.了解中国多样的岁时节俗实践及其中蕴藏的中国智慧。3.通

过相对系统的岁时节日文献阅读与个体节日生活经验的激活，理解岁时节日文化对于个体、家庭、社区、国家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

础上思考岁时节日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 

实践内容：通过文献阅读、教师讲解以及个体经验，讨论如果没有岁时节日，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图景？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今

天，传承岁时节日里的中国智慧的意义何在？又该如何传承？ 

 

第二讲 传统手工艺中的中国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一、中国传统手工艺概览 

1、 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基本内涵、历史发展与主要类别 

2、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特征、形态特征和技术特征 

二、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智慧积淀与智慧精华 

1、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智慧积淀 

2、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智慧精华 

三、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价值与智慧启迪 

1、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处境与价值发现 

2、“工匠精神”的提出 

3、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弘扬与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智慧启迪 

4、上海地区的匠人匠心——以《上海匠心》为中心 

四、传统手工艺展示与实践 



 

1、 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的意义 

2、 传统织绣技艺制作与展示 

3、 剪纸艺术体验 

 

要求学生：1.了解何为传统手工艺？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哪几方面。2.从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主要门类和历史发展中去认知并寻绎积淀其

上的中国智慧。3.深味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智慧之精华的“以人为本”的实用智慧与“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美学智慧。4.理解新时

代“工匠精神”的建构与弘扬，亟须从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古今传承中汲取智慧。 

实践内容：1.课上讨论问题一“你认为中国传统手工艺中的中国智慧重点表现在哪些方面？”问题二“你认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大当

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2.课后阅读《考工记》和田兆元等主编的《上海匠心》，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性质、形态与特

点，以及中国传统手工艺，特别是上海传统工艺在当下的活态传承。 

 

第三讲 神话中的中国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绪论 

金句的由来：“山再高”与盘古七神 

嫦娥与祝融：高科技为何偏爱神话 

火神山雷神山：抗疫大业有我 

旅游：为了神话的神秘 

 

一、神话概说：禹是一条鱼？ 

    1.神话语义：百年版前的“创新” 

    2.神话识别：剥离与融合 



 

3.神圣叙事：文化认同，三种形式 

二、神话历程：从远古走来 

1.开天辟地：世界区分类型 

2.祖先崇拜：文化身份建立 

3.工匠精神：神灵很科技 

4.万国归宗：中国神话的三次聚合 

5.活在当下：上海创世神话工程 

三、鲧禹神话：神话学的成人礼 

1.华夏祖先，还是各族神灵 

2.鲧禹家事，父子还是联盟 

3.三过家门，英雄为何纠结 

4.治水事业，东方治水社会 

5.禹迹九州，山海经世界格局 

6.鲧禹治水，今天如何讲述 

 

要求学生： 

1.掌握神话的基本概念 

2.理解神话的当代价值 

 

实践内容： 

1.观看鲧禹动画片和影视片 

2.编写剧本或者节目表演 

3.端午假期绍兴等地参观大禹文化景观 

第四篇 经世与致用的智慧 

第一讲 传统中国的治世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一、 孔孟儒学——传统中国治世智慧的源头 

1、 执政为民 

2、 天听自我民听 

3、 大同、小康之世 

二、 家国天下——传统中国治世智慧的基本理念 

1、“天下”的想象与实际 

2、“中国”的多重含义 

3、爱乡与爱国 

三 皇帝与士大夫——传统中国治世智慧的展开 

1、中国传统政治的双重权威 

2、皇权的展开和其限制 

3、士大夫的作为与其边界 

要求学生：1.认识儒学与传统中国政治的紧密相关性及儒学理念对政治的影响、制约，通过“民本”、“大同”、“小康”等重点概

念予以揭示。2.厘清“身”与家、国、天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连接的问题，了解“中国”和“天下”除具有地理性、政治性

外，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用天下观念校正民族国家的误区，思考如何更好地爱国。3.把握儒学理想中“道”与“势”关系，展示它们



 

互动的历史情形，通过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相互支配，反思所谓“专制”的问题，进而引导讨论：如何认识和评价传统中国政治的性

质，传统中国的治世智慧能为今人提供什么可资借镜之处。 

实践内容：课上讨论问题一：孔孟儒学中“民本”思想应如何理解？课后阅读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

同》，思考问题二：在中国传统脉络中“天下”与国家是何关系？ 

 

第二讲 传统中国的理政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一、 科举制度——传统中国的政教沟通 

1、科举制之概况 

2、科举与贤能政治 

3、科举之社会、文化效用 

二、 监察制度——传统中国的反腐倡廉 

1、监察制度的历史沿革 

2、“闻风言事”的外部监控 

3、“清议”的内部约束 

三、封建与郡县——传统中国的央地关系 

1、“封建”辨析 



 

2、“郡县”探源 

3、“封建”与“郡县”之矛盾 

4、“寓郡县于封建之中” 

四、 和而不同——传统中国的边疆治理 

1、夷夏之辨 

2、羁縻之道 

3、清帝国的遗产 

要求学生： 

1、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梗概 

2、通过具体的政治事件，了解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过程。 

3、思考郡县制的历史遗产。 

实践内容： 

1、参照自己家乡的基层治理，思考如何真正汲取中国传统政治的合理之处与需要改变的地方。 

2、阅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思考他是如何具体分析政治的“得”与“失”，其标准是什么。 

 

第三讲 中国传统商业（营销）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一、 噬嗑——殊途同归的营销本质解读  



 

1，缘起：生而互助的原初交换  

2，现在与未来：营销本真的回归与建构  

3，结论  

二 中国传统营销进化论思想  

1，易文化中的万物发展变化规律  

2，基于易文化的人类营销发展推导  

3，案例分析 

要求学生： 

1. 了解易经的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及易经对营销实践的指导意义。 

2.    能够理解以易经角度诠释的营销四象论，把握功能营销、质量营销、心理营销、伦理营销的阶段特征，了解商品发展的不同阶

段。 

3.    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商业智慧以及其当代应用价值，以新视角反观市场营销背后的规律性特征。 

  

实践内容： 

结合营销进化论，分析当代市场营销实践，例如新产品的产生、营销现象的解读以及产品或营销发展趋势的分析。 

 

第四讲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智慧（支撑课程目标 1、2、3） 

学时：2 

一、当前国际形势主要特点 

1.稳--世界形势总体稳定 

2.乱--世界形势稳中有乱 

3.变--世界形势乱中生变 

4.治--世界形势变中求治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国智慧 

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解读 

2.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国话语表达 

3.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国智慧形成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上的积极进取 

1.中国领导人外交实践原则 

2.中国当前外交工作布局 

3.中国今后外交工作思路 

要求学生：1.了解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学会分析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理解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2.了解中共 19大报告

关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与实践；了解 2016年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精神，如何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

理论和外交理论；理解习近平对“中国智慧”的认识；用“中国智慧”这一核心概念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3.学习中国领导人外交实

践的基本原则；了解中国外交工作布局的变化过程；理解中国外交的工作思路。4.学会思考国际格局的“变”与“不变”，学会运用

中国智慧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五大关系原则，即问题意识与变革精神、时势方位与动态体系、智慧关照与外交实践、底线思维与综

合国力、人文主义与天下情怀。 

实践内容：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有哪些变化？哪些是不变的？原因何在？对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外交作何评价？为什么习近

平提出了“平视外交”？中国强大后，对中国外交有何期许？ 

 

四、教学方法 

1.利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提供视频在线教学资料，提供各类课外参考阅读资料，扩充学习时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教师主讲与学生讨论相结合。教师讲授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中心。学生讨论强调文献阅读训练、观点陈述训练和思维训

练。 

 

五、考核方式 

表：课程考核方式和比例 

 类别一：线上课程考核 类别二：线下课程考核 类别三：期末论文 类别四：出勤 

考核方式 课堂交流

区发帖（大

于 16 次） 

测验与作

业（客观

题） 

期末考试

（客观题） 

分小组课堂展示 围绕各个专题讲授的中国智

慧，写一篇不少于 2000字的

论文 

上课互动、综合讨论区发

帖 

评分制 
100 分 

 
100 分 

100 分 100 分 

类别内占比 

 

30% 

 

30% 

 

30% 

 

10% 

总成绩占比 30% 30% 30% 10% 

 

表：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对应关系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类别1 类别2 类别3 类别4 

课程目标1 √ √ √ √ 

课程目标2 √ √ √ √ 

课程目标3  √ √  

 

六、教材和参考资料 

参考书目： 

    1.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再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3.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4.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 

6.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再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7.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年版。 



 

9.冯其庸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1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1.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 钱钟书选注：《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02年版。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版校注》，中华书局，2002 年版。 

15.左民安：《细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 

16.陈炜湛：《汉字的故事——古文字趣谈》，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17.刘志基：《汉字——中国文化的元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刘志基等著:《中国书法史绎》，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年版。 

19.丛文俊著:《书法史鉴》，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20.陈振濂著:《书法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1. 尹吉男：《中国美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22. 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年版。 

23. 高居翰：《图说中国绘画史》，三联书店 ，2014年版。 

24.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25. 徐复观：《中国艺术之精神》，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6. 王秀梅译著：《诗经》，中华书局，2015年版。 

27. 夏承涛等著：《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年版。 

28. 俞平伯等著：《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年版。 

29. 陈晓芬译著：《论语》《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15 年版。 

30.宗懔：《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 

32.田兆元：《上海匠心》，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3.《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4.陶洁：《传统手工技艺》，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35.贺琛：《中国女红》，古吴轩出版社，2009年版。 

36.（日）柳宗悦著，徐艺艺译：《何谓民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7.潘鲁生：《民艺学论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38.袁  珂：《中国神话传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年版。 

39.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40.田兆元：《神国漫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4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 

42.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44.杨国强：《衰世与西法》，中华书局，2014年版。 

45.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6.《习近平谈治国理》，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47.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 

48.《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攻坚开拓之年版——外交部长王毅谈 2016年版中国外交》，外交部网站，2016年版 12月 22日。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96%E6%96%87%E5%87%BA%E7%89%88%E7%A4%BE


 

八、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期末小论文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课程目标 1 

能对中国智慧历时性回

溯和脉络化分析；观点

清晰，论证有力，叙述流

畅；对中国智慧的内涵、

特点的呈现比较丰富。 

能对中国智慧历时性

回溯和脉络化分析；观

点比较清晰，论证比较

有力，叙述比较流畅；

对中国智慧的内涵、特

点的呈现比较单薄。 

能对中国智慧进行一定

程度的历史性回溯和脉

络化分析；观点比较清

晰，叙述比较流畅，不过

论证不够有力，也未能意

识到中国智慧的丰富性、

复杂性。 

能对中国智慧进行

一定程度的历史性

回溯，较为清晰地叙

述自己的观点；但在

脉络化分析、复杂性

呈现和论据支撑上

都较为不足。 

未能对中国智

慧进行历时性

回溯和脉络化

分析，缺乏论

据，叙述混乱。 

课程目标 2 

熟悉已有的研究成果和

观点，能对其展开批判

性分析，明确其优缺点；

有突出的个人视角和问

题意识，以此为中心形

成的叙述体现观点吸收

与自我思考的有机融

合，且有一定新意。 

较为熟悉已有的研究

成果和观点，能对其展

开分析，能对其加以利

用；有个人视角和问题

意识，有一定的自我思

考；不过对他人的批判

性和自我的创造性有

所不足。 

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

观点，但未能展开批判性

的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

对其加以利用；有一定的

问题意识，能在他人的思

考逻辑下整合一些观点

和论据，但自我思考和创

造不够。 

对已有研究成果有

所关注，但不能恰当

地理解和概括其观

点；有一定的问题意

识，但无法对其作出

系统回答。 

不关注已有的

研究成果，没有

个人视角和问

题意识。 



 

课程目标 
期末小论文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课程目标 3 

理解中国智慧的当代价

值，恰当判断中国智慧

的得失。视野开阔。学术

规范。 

较为理解中国智慧的

当代价值，恰当判断中

国智慧的得失。视野较

开阔。学术规范。 

对中国智慧的当代价值

有一定理解，但不能恰当

地判断中国智慧的得失。

视角尚可。学术较规范。 

关注到中国智慧的

当代价值，但不能做

出恰当的理解。错误

判断中国智慧的得

失。视野较狭窄。学

术规范有待提高。 

完全不理解中

国智慧的当代

价值。视野非常

狭窄。学术不规

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