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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21204015(w) 中华诗词之美 南开大学 叶嘉莹 教授 2 23

文学类课程。中华诗词滥觞于先秦，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
基本的文学形式。严格的格律韵脚、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是中华诗词美之所
在，诗词也是中华数千年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中华诗词之美》这一课程从小词中画眉簪花照镜之传统讲起，
共有五部分： 1、从性别文化谈小词中画眉簪花照镜之传统； 2、南唐冯李词对花间温韦词的拓展； 3、王国维
《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 4、咏荷诗词； 5、中华诗词之特美。 南开大学知名教授叶嘉莹 以独特的
视角向你展示这一世界文学艺术的奇葩。

2 1021204018(w)
中国现代文学名

家名作
北京大学 温儒敏 教授 2 28

文学类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用现代语言表达现代思想，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构成中国文化长廊
上灿烂的一笔。这门课程能够引导学生走近名家名作，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理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自觉肩负起
传承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使命。

3 1022204010(w) 艺术美学 苏州大学 李超德 教授 2 26

艺术类课程。从课程的性质来看，艺术美学注重体验和修养，课程内容丰富充实，脉络清晰明确。本课程按照十
大专题展开：1、学术精神、学术规范与学术训练；2、何为艺术与艺术的死亡；3、美学与艺术的关系；4、中国
传统美学中的儒、道、禅；5、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希腊美学）；6、从纵情享乐到禁欲（中世纪的神性美
学）；7、神性的隐退与人文主义的高扬（文艺复兴时期）；8、启蒙思想运动与法国的三个主义；9、从巴洛克
到印象主义；10、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旨在为学生提供一种发展着的审美观念，能够去感悟点滴中的艺术美感。

4 1023204008(w) 考古发现与探索 复旦大学 高蒙河 教授 2 28

历史类课程。探求人类古老文明之谜，揭开迷惑人类的千古谜题，是考古学带给每个人的最大诱惑。本课程内容
涵盖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理论、现状和发展的历史及有关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另一方
面是中国和世界考古学中比较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高教授在课程中条分缕析，抽丝剥茧，为你讲述什么是真正
的考古，揭开考古的神秘面纱。

5 1023204011(w) 隋唐史 复旦大学 韩昇 教授 2 22

历史类课程。公元581年到907年的隋唐两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上都达到中华文明史前所未有的发
展。本课以两朝重大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从隋朝建立、改革创制、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武则天到唐玄宗、唐朝的
土地制度、安史之乱、藩镇割据、财政改革、文明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打破了传统的历史课框架讲解模
式，引导学生主动去考证历史的真实性，对历史史实形成自身的独特思考。

6 1024204015(w) 西方文明通论 中国政法大学 丛日云等 教授 2 34

文化类课程。本课程从不同侧面介绍西方文明，除了宏观概说外，还广泛细致地介绍了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包
括政治、法律、思想、宗教、音乐、建筑、公共艺术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对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展开了详尽比较
。旨在使学生对西方文明的各个层面有较深入的了解，并从本国文明的角度出发，拓宽视野，了解中西文明各自
的特点及优势，会通中西文化。

7 1024204016(w) 中西文化比较 北京大学 辜正坤 教授 2 32
文化类课程。本课程分别针对人类文化演进九大律中的审美递增、递减律，阴阳二极对立转化律，万物五相（五
行、五向）选择律等进行了阐释，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互进关系及中西方文化的互根、互构、互补、互彰、互抗
、互证、阴阳循环互进论，让学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8 1025204015(w) 创业精神与实践 同济大学 李玲玲 副教授 2 35
社会类课程。本课程为创业精神与实践，通过课堂理论的学习，再结合社会实践，走访著名企业家，将企业家请
进课堂等方式，让学生更好的来实践。紧紧围绕传递创业能量，打造创业精神这一主题。

9 1025204016(w)
用经济学智慧解

读中国
复旦大学 石磊 教授 2 36

社会类课程。本课程主要从以下要点用经济学的知识智慧解读中国，即经世致用之学与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的四
次转型、中国农业组织、演化问题与改进、中国的社会运行成本问题、中国为何选择经济市场化之路、发展中的
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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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26204009(w) 美学原理 北京大学 叶朗 教授 2 27

哲学类课程。美学是哲学主要分支学科之一，主要研究美、艺术和审美经验。《美学原理》作为一门概论性的美
学课程，将集中讲解中外美学史上关于美、艺术和审美经验的代表性理论，介绍一些新兴的理论趋势，结合当前
审美和艺术现状，提出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美学问题进行讨论。比如，大审美与文化产业的问题、现代艺术的美
学理解问题、美和美感的社会性问题、自然审美、艺术审美和社会美学问题、审美与人生的关系问题等。这些新
的问题的引进，旨在将抽象的美学理论同具体的审美实际联系起来，提高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兴趣。

11 1026204008(w) 西方哲学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 张志伟 教授 2 28

哲学类课程。课程从西方哲学史论结合的方面，讲述了西方哲学2600年的艰难历程，尽量发掘哲学史上有教育意

义有代表性又意义深刻的故事，有意识地以哲学问题为引线，使哲学问题成为中心和线索，将历史拉到现实来，
突出西方哲学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说明“智慧的痛苦”的深刻含义，使学生们了解哲学家们是怎样对于那些永
恒的哲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解答方式。张志伟教授将古今中外人们普遍关心的哲学问题，变成学生们自己的问题，
由此将他们引上哲学思考的道路，理解西方哲学的智慧。张志伟教授从智慧的痛苦、哲学的诞生、苏格拉底的问
题、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主体性的觉醒等方面将《西
方哲学智慧》这门课程讲授的非常精彩，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12 1027204011(w) 数学大观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李尚志 教授 2 27

科技与自然类课程。本课程颠覆了人们对以往数学的看法，使人们对数学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与改观。老师对数学
的研究很透彻，能把高深的数学理论浅显易懂地表达出来，让你感触和体悟数学之纯美。数学就像是九阴真经的
上下篇，上篇是idea，下篇是technic，数学不光是计算数学，而是教你用智慧把不同的东西看成一回事，以抽
象的本领，无招胜有招，化繁为简。

13 1027204012(w) 文化地理 北京大学 韩茂莉 教授 2 29
科技与自然类课程。本课程讲述了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传播和融合以及民族与民族文化地理、中国文化地
理与地域文化人群、语言地理与宗教地理的关系、文化发展途径与文化传播等。

14 1028206010(w) 女性与发展 中华女子学院

韩贺南，
王向梅，
张健，
罗慧兰，
魏开琼

教授，副教
授

2
网络学习
结合课后

自学

性别与发展类课程。本课程是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研究女性发展问题的综合性课程。本课程运用女性学理论，
同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理论，采用社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依据个体—家庭—社会的逻辑思路，从个
体社会化切入，分析研究女性个体成长、身心健康、婚姻家庭、社会参与等领域面临的特殊问题，寻求解决方略
。启发受众运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识别身处其中、耳濡目染、习焉不察的性别刻板印象，自觉
抵御其对自身成长与发展的不良影响，树立性别平等的价值观，建构先进性别文化，促进女性发展，从而推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