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专题》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HIN0231121001 课程性质 大类选修 

课程名称 中国文化专题 

英文名称 Special Topic of Chinese Culture 

学时/学分 36/2 
其中实验/实

践学时 
0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适用专业 文史哲大类 

先修课程 无 

大纲撰写人 吕志峰 大纲审核人 彭国忠 

课程网址 无 授课语言 汉语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为文史哲本科一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课。课程摆脱了传统的概论

式讲解方式，主要依托郑樵《通志》中的“二十略”（氏族、六书、七音、天

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

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选取最能反映上述内容的中国古典文献，

以专题的形式进行编排，采用教师理论讲解与文献阅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

生在仔细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和相关内容作较为深

入的思考与学习。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阅读传统典籍的基本能力，对原始文献产生阅读兴趣与学术意

识。掌握课程要求的知识点，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脉络，在学习过程中，了解学



 

科动态，并培养跨学科研究的意识和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2） 

目标2：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古籍为依托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专题学习的过程中，提高道德修养与人文素质。弘扬民族文化精华，树立高尚

的理想信念。（支撑毕业要求 1） 

目标 3：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以开放的胸襟开展学习,吸收一切值得学习与

转化的先进成果，并将之运用到实践过程中。注重运思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明确

坚持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支撑毕业要求 4、6） 

目标 4：学会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观察、分析丰富复杂的传统文化现象，了

解传统文化观念对现在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关注古代文学、古汉语等学科领域

的前沿研究成果，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得出具有创新性的个人见解。（支撑毕

业要求 2、4） 

目标 5：能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加强交流互助，发挥学习的主动性与创

新精神，对传统文化现象进行小组学习。（支撑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明德乐群 

1-1：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坚定的思想信

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责

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自觉将汉语言文学专业

的学习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 

目标2 

目标5 

2.基础扎实 

2-1：较好地掌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

知识并能够熟练运用 
目标1 

目标4 

2-2：明确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

了解主要学术领域的理论、方法及研究动向 

2-3;具备较为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

础并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素养 

4.能力出色 
4-3 具备运用专业知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3 

目标4 

6.持续发展 

6-3具有终身学习的意愿，善于处理短期目

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善于对个人发展进行

自我规划与自我管理 

目标3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 



 

（表示重难点） 

绪论： 

学时：2 

教学内容：介绍本课程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要求学生：了解本科的授课内容、方法以及要求。 

 

专题一：氏族、宗法与传统礼俗（支撑课程目标 1、2、5） 

学时：8 

教学内容：包括二十略中的“氏族、礼、谥、器服、乐、职官” 六略 

精讲篇目：1．《史记·五帝本纪》节选；2．《诗经·大雅·生民》；3．《仪

礼·乡射礼第五》节选；4．《周礼·春官宗伯》节选 

要求学生：阅读《史记·五帝本纪》等经典文本，关注其中所提及的文化信

息，了解先秦时期的传统习俗，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选择一种传统习俗进行自主

学习，并以课堂展示的形式分享成果。 

 

专题二：文字、文献与艺术文教（支撑课程目标 1、2） 

学时：8 

教学内容：包括二十略中的“六书、七音、金石、图谱、艺文、校雠”六略 

精讲篇目：1．《说文解字叙》  

要求学生：阅读《说文解字叙》等经典文本，掌握“六书”分析法并对其进

行应用，能对一些与文字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了解常见的古籍形态和校勘

的基本知识，并尝试进行简单的校雠工作。 

 

专题三：天文、地理与都邑（支撑课程目标 1、2） 

学时：6 

教学内容：包括二十略中的“天文、地理、都邑”三略 

精讲篇目：1.《山海经·西次山经》节选；2.《淮南子·天文训》节选 

要求学生：阅读《山海经·西次山经》等经典文本，了解与地理相关的文化

信息。自行搜集与古代天文相关的材料，了解古人的天文观、宇宙观。 



 

 

专题四：选举、刑法与食货（支撑课程目标 1、3、4） 

学时：6 

教学内容：包括二十略中的“选举、刑法、食货”三略                    

精讲篇目：1.《史记·货殖列传》节选 

要求学生：阅读《史记·货殖列传》等经典文本，尝试对其进行集释工作。

了解与古代选举、刑法相关的文化信息。 

 

专题五：灾祥与昆虫草木（支撑课程目标 1、3、4）  

学时：6 

教学内容：包括二十略中的“灾祥、昆虫草木”二略                      

精讲篇目：1.《草木虫鱼略序》（节选） 

要求学生：阅读《草木虫鱼略序》等经典文本，分析鸟兽草木虫鱼等意象对

于理解诗歌主旨的重要性。 

 

四、教学方法 

1．采用专章专讲的方式，每一专题集中对中国文化的其中一方面进行探讨，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经典文本细读与基本理论相结合，搭建较为完整的知识框架，便于学生理解

与接受。 

3．采用多媒体课件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应用声光电手段让学生对传

统文化有更直观的认识。 

4．理论教学与课堂实践相结合，开拓学生的学科视野，强化学生分析、探讨问

题的能力，培养初步的研究意识。 

 

五、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加期末小论文的考核方式。其中，过程性评价包括出勤

率、平时作业情况、大夏学堂发言情况和课堂展示情况，占比 40%。期末占比

60%。 

 

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对应关系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出勤 平时作业 大夏学堂 课堂展示 小论文 

课程目标1 √ √ √ √ √ 

课程目标2 √   √  

课程目标3  √ √  √ 

课程目标4 √ √   √ 

课程目标5 √   √  

 

六、推荐教材和参考资料 

1. 推荐教材： 

本课程不指定专门教材，采用自编讲义。 

 

2. 参考书目与文献： 

1.《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王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2.《中国古代文化史》，阴法鲁、许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经典常谈》，朱自清著，中华书局，2016年。 

 

 

 



 

七、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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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1：具备阅读传统

典籍的基本能力，对

原始文献产生阅读兴

趣与学术意识。掌握

课程要求的知识点，

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

脉络，在学习过程中，

了解学科动态，并培

养跨学科研究的意识

和能力。 

能够无障碍阅读

原始文献，准确把

握文本大意，并正

确用作后续研究

的支撑。完全掌握

课程要点，形成完

整的知识脉络，具

有极强的文史哲

综合研究能力。 

能够大概把握原

始文献的大意，不

曲解原文，在后续

研究中加以引用，

但有时略显牵强。

基本掌握课程要

点，形成完整的知

识脉络，具有较强

的文史哲综合研

究能力。 

能够基本把握原始

文献的大意，在后续

研究中基本具备学

术意识，但不能加以

正确引用。基本掌握

课程要点，知识脉络

不完善，文史哲综合

研究能力一般。 

断章取义地理解原始

文献，一些基本概念

表达错误，缺乏学术

意识。基本掌握课程

要点，知识脉络不完

善，文史哲综合研究

能力较差。 

缺少对传统典籍进行阅

读的能力，缺乏学术意

识。无法掌握课程要点，

知识脉络不完善，文史

哲综合研究能力较差。 

目标 2：深入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形成以古

能够准确地把握

中国传统文化的

能够大致把握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

能够部分把握传统

文化的基本特征，但

能够部分把握传统文

化的基本特征，但出

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进行歪曲理解，刻意抹



 

籍为依托的民族自信

心和自豪感，在专题

学习的过程中，提高

道德修养与人文素

质。弘扬民族文化精

华，树立高尚的理想

信念。 

基本特征，有强烈

的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具有高尚

的理想信念。 

本特征，对其中的

优秀部分加以吸

收与继承，具有高

尚的理想信念。 

出现些微偏差。没有

远大的志向和高尚

的理想信念。 

现较大偏差。没有远

大的志向和高尚的理

想信念。 

黑。没有远大的志向和

高尚的理想信念。 

目标 3：树立终身学习

理念，以开放的胸襟

开展学习,吸收一切

值得学习与转化的先

进成果，并将之运用

到实践过程中。注重

运思的多元性与开放

性，明确坚持学术研

究的重要意义。 

能够将课堂上学

习到的理论灵活

地加以应用，正确

理解传统文化观

念在日常生活中

的影响。注重运用

的多元性与开放

性，坚持学术研

究。 

基本能够正确运

用课堂上学习到

的理论，对传统文

化观念在日常生

活中的影响作出

较为正确的描述。

注重运用的多元

性与开放性，坚持

学术研究。 

能够运用课堂上学

习到的理论，对传统

文化观念在日常生

活中的影响作出描

述，但比较简单浅

显。注重运用的多元

性与开放性，学术研

究的毅力不足。 

能够对传统文化观念

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

作出描述，但比较简

单浅显。一些基本理

念出现偏差。不注重

运用的多元性与开放

性，学术研究的毅力

不足。 

在分析传统文化在当代

的深远影响时，没有用

到课堂上所学的理论与

知识，甚至出现刻意歪

曲事实的描述。不注重

运用的多元性与开放

性，学术研究的毅力不

足。 

目标 4：学会运用所学 能够熟练运用所 能够较为熟练运 能够尝试运用所学 尝试运用所学理论和 不能运用所学理论和知



 

理论和知识观察、分

析丰富复杂的传统文

化现象，了解传统文

化观念对现在日常生

活的深远影响。关注

古代文学、古汉语等

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

成果，在批判反思的

基础上，得出具有创

新性的个人见解。 

学理论和知识观

察、分析丰富复杂

的传统文化现象，

在批判反思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得出具有创新

性的个人见解。 

用所学理论和知

识观察、分析丰富

复杂的传统文化

现象，在批判反思

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得出具有

创新性的个人见

解。 

理论和知识观察、分

析丰富复杂的传统

文化现象，在批判反

思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得出个人见

解。 

知识观察、分析丰富

复杂的传统文化现

象，了解前人研究成

果但不能得出个人见

解。 

识观察、分析丰富复杂

的传统文化现象，不了

解前人研究成果、不能

得出个人见解。 

目标 5：能够通过小组

合作的方式，加强交

流互助，发挥学习的

主动性与创新精神，

对传统文化现象进行

小组学习。 

在小组合作中充

分发挥学习的主

动性与创新精神，

提出建设性意见，

并能通过多种手

段详细全面地展

示自己的学习成

在小组合作中能

够及时沟通、良好

配合，共同完成自

主学习，能够较为

全面的展示自己

的学习成果。 

在小组合作中参与

度一般，但能基本完

成自主学习任务，能

够展示自己的学习

成果。 

在小组合作中参与度

较低，但能基本完成

自主学习任务，能够

展示自己的学习成

果。但在一些基本概

念的把握上出现偏

差。 

拒绝参加小组合作，或

采用挂名式参与。涉及

抄袭、剽窃他人学习成

果。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