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故事 

 

一、课程概述 

源远流长的中国故事中间蕴涵很多极有价值的人文科学思想精

华，用这些对全人类都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思想精华对大学生进行思想

道德教育，既有利于促进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民

族认同感的形成，同时也有利于从灵魂深处激发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本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

观与道德伦理观的思想体系。因此，本课程教学内容分为哲学、礼仪、

宗教和艺术四个篇章，分别以“知人论世”、 “立礼成乐”、“论道修

心”和“崇善尚美”为线索，引导学生通过故事学习《易经》、《论语》、

《道德经》、《礼记》、《世说新语》、《人间词话》等国学经典，欣赏书

法、国画、戏曲等传统艺术，从中汲取到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

人生哲理和审美情趣。 

二、课程设计 

本课程通过故事了解阴阳之道、道法自然、亲亲之爱、兼爱非攻

等中国哲学基本思想；通过故事，了解中国佛教、禅宗、道教等传统

宗教的教义；通过故事，了解中国古代的礼制、婚姻习俗、魏晋风度；

通过故事，了解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和审美情趣；通过故事，阅读经典，

懂得向上、向善、行孝，适应社会生活环境；使学生能借助经典的阅

读加强心灵的修炼，提高道德修养。 

帮助学生通过课堂授课、观看视频、讨论、自学、课外阅读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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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体察古今之变的道理及天人之际的情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

德情操，具有博大、宽厚、笃实的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三、课程大纲与教学进度 

第一学期 

周次 学时 主题 教学内容 教学重点 

1 2 
第 1讲 

天人合一 

国学综述 

关于国学的三个问题 

（1）什么是国学？ 

（2）为什么学习国学？ 

（3）国学怎么学？ 

2-3 4 

第 2讲 

知人论世

之阴阳之

道 

 1. 《周易》：阴阳之道 

（1个教学视频） 

（1）易经和易传 

（2）“周”和“易”的涵义 

（3）阴阳之道 

（4）周易的符号 

（5）生生不息之谓易 

4-5 4 

第 3讲 

知人论世之

上善若水 

2. 《道德经》：上善若水 

（1个教学视频） 

（1）老子其人 

（2）道法自然 

（3）上善若水 

6 2 

第 4讲 

知人论世之

仁者爱人 

 3. 《论语》：仁者爱人 

（1个教学视频） 

（1）孔子其人 

（2）《论语简介》 

（3）亲亲之爱 

（4）仁者爱人 

7 2 

第 5讲 

知人论世之

兼爱非攻 

 4. 《墨子》：兼爱非攻 

（1个教学视频） 

(1)墨子其人 

（2）墨家思想 

（3）墨者言行 

8 2 

第 6讲 

知人论世之

知行合一 

5.《传习录》：知行合一 

（1个教学视频） 

（1）王阳明其人 

（2）儒学的发展演变 

（3）知行合一 

9 2 

第 7讲 

立礼成乐

之规矩方

圆 

1.立规矩塑方圆：中国

古代的礼（1 个教学视

频） 

（1）中国古代“礼”的分类 

（2）政治之礼 

10 2 

第 8讲 

立礼成乐之

两姓之好 

2.合两姓之好：中国古

代的婚姻（1 个教学视

频） 

(1)中国古代的婚礼程序 

(2)中国古代婚礼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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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4 

第 9讲 

立礼成乐之

孝亲尊师 

3.孝亲尊师：中国古代

师道与孝道 

 （1）中国古代称谓礼仪 

（2）中国古代拜师礼 

（3）中国古代家庭礼仪 

13 2 

第 10讲 

立礼成乐之

魏晋风度 
4.放诞任性：《世说新

语》和魏晋风度（1个教

学视频） 

(1)魏晋风度的内涵 

（2）魏晋风度对当代的启示 

14 2 结课 

 

第二学期 

周次 学时 主题 教学内容 教学重点 

1-2 6 

第 11讲 

论道修心 

之经世致

用 

 1.经世致用 入世之修 

（1个教学视频） 

（1）《大学》《中庸》 

（2）儒家的济世情怀 

3-4 6 

第 12讲 

崇善尚美之

汉字之美 

1. 书法：汉字之美 

（1个教学视频） 

（1）汉字的演变 

（2）书法的审美：形质和神采 

5-6 6 

第 13讲 

崇善尚美之

虚实相生 

2. 国画：虚实相生 

（1个教学视频） 

（1）国画的颜色 

（2）国画的构图 

（3）国画的意境、气韵和传神 

7 6 

第 14讲 

崇善尚美之

止戈为武 

3. 武术：止戈为武 

（1个教学视频） 

（1）中国武术之韵 

（2）中国武术精神 

8-9 6 

第 15讲 

崇善尚美

之粉墨春

秋 

4. 戏剧 

（1个教学视频） 

（1）戏剧的发展 

（2）晋剧的艺术形式 

10 2 结 课 

 

四、课程实施建议 

1、国学经典篇目与专题讲座相结合。 

2、诵读、作品鉴赏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3、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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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利用视频、网络平台等手段组织

教学。 

五、课程考核与评价 

在传统考核方式的基础上探索灵活生动、受学生欢迎，又能反映

学生水平的考试方法。 

六、教材 

目前没有统编教材，在教师讲义的基础上编写校本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