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简介
学生
人数

周一上
课节次

上课地点

1 1021100001
二十世纪女性
文学名家经典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李晓丽 自编

1、《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
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中国
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乔以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女性主义
》，李银河，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
、《娜拉言说》，刘思谦，河南大学出
版社，2007,；5、《涉渡之舟》，戴锦
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本课程引导学生解读和讨论20世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性作家，经典作
品，讨论其作品中丰富的人物形象和性别意识、性别观念，以及独有的女性审
美表达方式，增强学生的文学修养，拓展其具有性别意识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情
怀。引导学生从文本了解、感受和思考中国20世纪文学中女性意识和性别观念
生成的复杂文化生态；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女性作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
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女性文学的丰富性。在增强学生文学感受、鉴赏、评论
能力的基础上，用感性与理性结合、形象生动的方式启发学生建立积极、健康
、多元、发展的性别观念；引导学生从20世纪经典女性文学为起点，用性别视
角来解读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以及相关文化现象，达到拓展文化视野的人文教
育目的。

65 7-8
教图楼207普

通教室

2 1021100003 明清小说赏析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宋珂君

《明清小说
》导读，周
先慎，北京
大学出版
社，2010年

1、《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浙江文艺
出版社，2002年；2、 《历代小说史
》，张俊、萧湘恺，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年

通过对明清小说的讲解，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概貌有所了解，掌握欣赏
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方法与途径，从而培养学生阅读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文
学素质。主要内容包括明清八大小说。该怎样治国平天下——《三国演义》；
暴力文学还是英雄传奇——《水浒传》；向着灵山进香-----《西游记》；文
化废墟上的恶之花——《金瓶梅》；走向市井、感受通俗---明清拟话本；永
恒的追忆与感伤----《红楼梦》；托意于花妖狐媚的艳遇与疗救——《聊斋志
异》；知识分子、路在何方——《儒林外史》。

62 5-6
教图楼408普

通教室

3 1021100004
外国文学名

家名作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寿静心 自编

1、《莎士比亚选集》，朱生豪，内蒙古
大学出版社，2001；2、《走近雨果》，
柳鸣九，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2003；　4、《外国文学简编
[欧美部分]》第六版， 朱维之、黄晋
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5
、《第二性》，西蒙尼•波伏娃，中国书
籍出版社，2004；6、《悲剧的诞生》，
尼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本课程内容主要涉及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背景与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性悖
谬；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背景下雨果作品悲悯眼光与人性关怀；法国现实主义文
学中司汤达小说对社会冷峻的揭露与鞭挞；巴尔扎克小说中对“拜金主义”和
人性丑恶的思考；夏洛蒂•布朗特小说中女性的呼喊与女性眼光；列夫•托尔斯
泰小说社会镜子的价值以及对人类心灵的深刻探索；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卡夫卡
作品展示的先锋性、理性悖谬与对弱势人群的同情等。在打开外国文学名家名
著这扇窗的同时，让学生沉浸于作品中所折射出来的关于人生、历史、哲学、
生活乃至审美的思考，使其在得到审美享受的同时，对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文学
美、人性美和人道主义精神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人
道情怀。

50 5-6
教图楼307普

通教室

4 1021100006
先秦散文
选读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梁克隆

 《先秦散
文选读》，
自编，中华
女子学院，
2012

1、《中国历代散文选》，刘盼遂等，北
京出版社，1980；2、《先秦散文选》，
罗根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
先秦散文选》，袁珂，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6；
4、《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
1980；5、《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
中华书局，1983；6、《尚书诠译》，金
兆梓，中华书局，2010

通过《先秦散文选读》的教学，使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文学的最初发展历
史，以及有关文学、语言、形象等方面的问题。课程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讲授：首先是文学的起源，突出劳动创造文学的唯物史观；其次是神话传说及
其蕴涵的民族精神，解决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再次是韵文与散文，分清
彼此之间的界限；再次是史官的写作传统，比较《左传》与《国语》、《战国
策》等历史散文；再次是诸子说理散文，比较儒家、道家等不同的写作手法；
再次是先秦散文的研究概说，总结关于先秦散文的研究状况。课程强调阅读经
典原文，把所学的内容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理解认识，以求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第
一个时期有比较客观理性的了解。

62 7-8
教图楼206普

通教室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博雅课程开课情况一览表（2016级）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简介
学生
人数

周一上
课节次

上课地点

5 1021051017 中华经典诵读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葛兰 自编

1、阅读与欣赏，葛兰；中国广播音像出
版社，1965-1978；2、经典古诗词200
篇，葛兰，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
2002；

依托中华经典女子诵读中心，对中华经典名篇进行精选，并细致讲解分析。结
合普通话及朗诵发声技巧训练，最后达到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做到诵读名篇、讲
解名篇的效果。课程主要分为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经典选讲，通过讲解和
讨论，深入把握经典内涵，并启发学生在此基础上的再创作。第二个模块是经
典诵读训练，结合普通话发声及朗诵技巧训练，让每个学生都能用声音表达好
经典篇目。第三个模块是经典诵读成果互动与传播。运用学校的录音间及演播
室等，让每个选课学生参与制作属于自己的诵读作品，并结合基础写作及其他
传播平台、校园活动，将其成果推广开去。

40 5-6 主楼117

6 1021051017 中华经典诵读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葛兰 自编

1、阅读与欣赏，葛兰；中国广播音像出
版社，1965-1978；2、经典古诗词200
篇，葛兰，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
2002；

依托中华经典女子诵读中心，对中华经典名篇进行精选，并细致讲解分析。结
合普通话及朗诵发声技巧训练，最后达到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做到诵读名篇、讲
解名篇的效果。课程主要分为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经典选讲，通过讲解和
讨论，深入把握经典内涵，并启发学生在此基础上的再创作。第二个模块是经
典诵读训练，结合普通话发声及朗诵技巧训练，让每个学生都能用声音表达好
经典篇目。第三个模块是经典诵读成果互动与传播。运用学校的录音间及演播
室等，让每个选课学生参与制作属于自己的诵读作品，并结合基础写作及其他
传播平台、校园活动，将其成果推广开去。

40 7-8 主楼117

7 1024100002
西方经典原

著选读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符国奕 自编

1、《爱弥儿—论教育》，（法）卢梭著

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6月；2、
《社会契约论》，（法）卢梭著 李平沤
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4月；3、 《论人
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法）
卢梭著 李平沤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
3月；4、《 忏悔录（上下册）》，（法）
卢梭著  李平沤译，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12月； 5、《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
》，（法）卢梭著  李平沤译， 商务印书
馆， 2008年5月； 6、 《政治经济学》，
（法）卢梭著  李平沤译， 商务印书馆，
2012年6月

作为西方经典原著讲读课，本课程以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著的《爱弥儿
—论教育Émile: ou De l'éducation》、《社会契约论》等经典原著中译本为蓝

本，对原著内容主体、知识要点、思想脉络进行重点解读，化繁为简，将原著
所应有的道德教化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学习中思辨，在思辨中收获
。在西方的教育史上，卢梭的《爱弥儿—论教育》是一部经典小说体教育哲学

著作，书中阐述的许多思想和原理，哺育了现代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爱弥
儿—论教育》不完全是一本只专门探讨教育问题的书，也是一本哲学著作，还

是卢梭最为深刻的政治著作之一。卢梭的教育思想跟他的政治哲学是结为一体
的。不理解他的教育理论，就不能正确了解他的政治哲学。资本主义的核心精
神其实就是契约精神和自由的结合体。本课程讲述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思
想和理念。但这仅仅是点。而这个点所涵盖的道德与哲学思考、公民意识与社
会分析、教育与人格培育等内容，却是可以辐射成愈来愈宽泛的面。

40 5-6 主楼209

8 1024100006 汉字源流详解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谭翠

《文字学概
要》，裘锡
圭，商务印
书馆，1996

年

 1、《古代汉语》， 王力， 中华书
局，　 1999年； 2、《说文解字》，许
慎， 中华书局， 1979年； 3、《汉字
的结构及其流变》，梁东汉，上海教育
出版社，1959年； 4、《基础汉字形义
释源》，邹晓丽，中华书局，2007年；
5、《汉字文化大观》，何九盈等，人民
教育出版社，2009年； 6、《文字学
》，杨五铭，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
历史和文化的书面记录。因此，了解汉字的发展、变化，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知
识,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提高人文知识素养，加强语言文字
运用能力，都大有裨益。《汉字源流详解》既是一门文化课，也是一门语言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通过对汉字古今形体源流演变的系统梳理，对汉字
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关系等的讲授，对汉字与日常生活文化等关系的介绍，
使学生对自己平常使用的这种方块字，产生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领略这种延
用数千年，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字的魅力及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
学生的人文知识素养，同时也为学生今后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打好语言文化方
面的基础。  选课限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不可以选此课程

50 5-6
 教图楼207普

通教室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简介
学生
人数

周一上
课节次

上课地点

9 1024041013
中国百年政
治思潮变迁
与社会转型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李晓明 无

1、《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剑农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2、《中国政治
思想史》，曹德本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1年

本课程讲述的是1840-1949年近百年间中国政治思潮变迁与政治选择，社会发
展的过程。这一时期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新的思想文化也传了进来。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志士仁人向西方
学习，寻找救国图存，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梦想。近百年政治思潮变迁可分为四
个时期：第一时期，洋务思潮与运动的兴起和失败，宣告清政府求强求富路线
的破产。第二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戊戌
变法失败与袁世凯篡权表明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政治思潮在中国行不通。第三
时期，北洋军阀混战连年。孙中山提倡“新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举行
北伐。最终建立起了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第四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
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终于战胜了蒋介石法西斯专制主
义，建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每次政治思潮的兴起，都会推动思想的解
放，实现政治的新选择，带来社会的大变革，推动社会的最终转型，这就是近
代百年政治思潮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规律。

60 7-8
 教图楼304普

通教室

10 1024010008
生活中的文

化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马瑞萍 无

1、古人的文化，沈从文，中华书局，
2014年8月；2 中国文化精神， 张岱年
、程宜山，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3
月；3、文化与日常生活， 戴维•英格利
斯，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0月；
4、 文化模式，鲁思•本尼迪克特，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5、民俗
文化学，陈华文，浙江工商大学出版
社，2014年2月

知本来，方有未来。课程以文化乃“人们生活的样法”为概念前提，引导
学生从日常生活视角切入，探寻生活现象背后的历史文化蕴涵，通过学习增强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融入到我国当代文化建设
去。
课程采取专题教学形式，共涉及衣食住行等方面计十六个专题，具体为：“文
化”释义；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中国蚕桑丝织文化；汉服与汉服运动；中国元
素与流行风；中国菜系文化；食器与艺术；中国节日饮食习俗；中国古代建筑
史；中国典型民居；建筑遗产保护；中国古代车文化；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
交流；文化旅游；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40 7-8 主楼210

11 1024202017

发展与变
革：西欧主
要国家的政
治与文化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谷劲松

　《欧洲
文化入门
》 王佐、
高厚堃等
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
版社 2003

　1、《多瑙河-欧洲文明的守望者》，
红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
月；2、《文化之旅》系列， Barry
Tomalin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年3月；3、《冲突互补共存：中西
文化对比研究》， 左飚， 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2009；4、《西方思想史导
论》，  　彭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4

欧洲的文明与文化源远流长，在其漫漫的发展过程中，给人们留下了数不
尽的文化遗产，比如爱琴海文明、古希腊罗马文化、启蒙运动等等，成为世界
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欧洲的文化绝对有着强大的冲击力，不论是在其
艺术形式上还是在宗教上，都有着其独特的一面。可以说，欧洲文化先后经历
了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形式，每一种文化形式都有着其与众不同的
影响力，有很多到现代社会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提到文化，其实是和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而人类社会最初的形式之一既为城
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虽然此政治与我们现在说
的政治不甚相同，但可看出，政治的起源亦很久远。而欧洲的政治体系从发源
、发展与哲学思想的发展、文化及社会的变迁联系相当的紧密。所以，有必要
对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从而分析出文化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何种联
系。
课程还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影视作品与资料对相关内容展开分享与讨论。

40 5-6  主楼135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简介
学生
人数

周一上
课节次

上课地点

12 1024051018 京剧欣赏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臧海群/韩贺南 自编

1、 中国京剧史， 苏移，中国戏剧出版
社，2016年01月； 2、 中国京剧二十
讲， 骆正，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年
10月； 3、 梅兰芳与二十世纪， 徐城
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11
月

为了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出台《关于戏曲
进校园的实施意见》，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加强戏曲通识普及教育，增进学生对戏曲
艺术的了解和体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
育深厚的民族情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营造戏曲传承发展的良好环境，特开
设《京剧欣赏》博雅课程。

京剧是一种集合音乐、文学、美术、武术等诸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戏曲
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优秀结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通过
本课程的讲解、赏析、听唱，不仅让学生从京剧发展史、京剧名家名段赏析实
践中去初步感悟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魅力；了解京剧艺术的表演、唱腔、
伴奏等基本内涵；欣赏各种流派风格并进而通过实践欣赏体验式教学，使学生
能够掌握一两段京剧戏曲唱段，深刻了解和体验京剧文化，力求使学生能够成
为中国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欣赏者、传播者、传承者。

40 7-8 主楼135

13 1026010010
趣味哲学与

人生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任琳

1、《哲学
是一种信
仰 冯友兰
谈人生与
理想》，
冯友兰，
中国工人
出版社，
2016年1月

1、《大众哲学》，艾思奇，民主与建设
出版社，2016年6月；2、《大师课堂系
列--季羡林的人生哲学课、南怀瑾的人
生禅学课、钱钟书的人生智慧课》， 陈
玉新等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3、 《哲学其实很有趣
》， 星汉等著，北京联合出版社，2016
年3月；　4、 《趣味哲学》， 成云
雷，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5、《谈人生：哲学与人生》（第2
版），傅佩荣，东方出版社，2012年5
月；　6、 《半知一解：世界经典趣味
哲学》，　 孟云剑，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1年5月

当代大学生思维正处于异常活跃的时候，正需要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博
大精深的思想来引领和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本课程学习中，通过让学生体悟寓
言、笑话、典型故事、历史故事、哲理趣闻等哲学道理，并以此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角度做一解读，更好地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反思
批判的精神。与此同时，本课程着力帮助学生们理解哲学与人生的关系，领会
人生观中的重大问题，如人生态度、人生道路、人生理想、人生境界、人生价
值与生活能力等，并且培养学生用哲学思维去看待和反思自身与周围社会、世
界的关系，从而正确认识自己，找寻自己人生的意义，用哲学的人生智慧做出
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和有价值。

80 5-6
教图楼205普

通教室

14 1026031005 西方哲学
文史经典与
哲学智慧

于光君 自编

1、西方哲学史， 邓晓芒等编， 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05年；2、 西方哲学史，
罗素， 商务印书馆， 2001年；3、 欧
洲哲学通史， 冒从虎， 南开大学出版
社， 1985年；4、 世界通史， 刘鹏主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年；5、
现代西方哲学， 　刘放桐， 人民出版

社， 1992年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了解一个时代的哲学才能了解才能真正了解
这个时代。哲学又是科学之科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只有学好哲学才能更好
、更深入地学好专业知识。哲学又是对生活的思考，懂得哲学的人才是真正懂
得了人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哲学。西方哲学这
门课以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为主线，介绍西方主要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洛克、霍布斯、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蕴含
的智慧，以及主要哲学家哲学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
方哲学的关系，尤其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
富内涵及其智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比较客观的
、系统的评介。主要介绍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
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

40 7-8  主楼311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简介
学生
人数

周一上
课节次

上课地点

15 1022050001 电影中的人性
艺术鉴赏与
审美体验

覃晓玲 无

1、《世界电影史》，大卫.波德维尔，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2、《
通向电影圣殿》， 王迪，中国电影出版
社，　　 2009年1月版；3、世界导演对
话录， 伯特.卡杜罗，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5年2月版；4、大家来谈宫崎
骏， 游珮芸， 星月书房， 2011年4月
版；5、《认识电影》，  路易斯.贾内
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版

    本课程主要探讨电影这种艺术中的人性表达。通过电影这种大众耳熟能详
并且易于接受的艺术让学生在对真善美的领悟和对丑恶的鞭笞中感悟久违的温
暖与感动；通过对人性的思考来构建自我的价值观、价值体系，完成电影作为
艺术的美育、德育功能；在电影中感受并找寻现代社会正在逐渐逝去的美好人
性和信仰，给社会提供正能量的榜样。
    本课程首先要完成对电影中人性的界定，指出三种常见的人性类别：美好
的人性、丑陋的人性及游走于中间地带的人性。其后，分别从亲情、友情、爱
情、宗教、真善美、反抗权威、自由、对生命的思考、宽恕、救赎、悲悯、人
性阴暗面等人性因子来探讨人性在电影中的具体表现，指出它们的创作特点，
同时通过经典影片的赏析来完成对每一种人性因子的认识，从而完成对人性复
杂的感性和理性的认知。最后，以世界著名导演宫崎骏、蒂姆.伯顿、斯皮尔
伯格、李安等导演的电影作品来为我们建构起一个人性美好的世界。选课限
制：播音与主持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不可以选此课程。
。

60 5-6
 教图楼206普

通教室

16 1022050020 解读服装
艺术鉴赏与
审美体验

范晓虹 无 无

  服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神与物质
、审美与实用有机结合的产物，它对于创造良好的生存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
方式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课程通过系列专题研讨，以不同视角与服装结合，利用经典设计实例视频与
图片，从雕塑、绘画、现代艺术、性别等不同角度探讨有关穿着艺术的诸多问
题，引导学生从不同艺术形式了解服饰审美与风格鉴赏；了解时装发展脉络；
以及引领时尚走向的设计大师或知名品牌。课程始终围绕直观可感的形式展
开，并尽最大可能加入相关服饰审美理论、体验服饰礼仪应用等内容，希望学
生通过学习可以了解现代时尚界的潮流与价值变化，对丰富和美化生活、提高
打扮技巧、培养对时尚流行的判断力具有指导意义。选课限制：服装与服饰设
计专业学生不可以选此课程。

50 7-8
教图楼305普

通教室

17 1022050018

发现你的美
——服饰文
化与形象管

理

艺术鉴赏与
审美体验

王露/刘畅文 无 《形象觉得未来》，李昀，漓江出版社

    本课程形象管理内容主要围绕服饰搭配、妆面造型等整体形象设计以及求
职面试个人职业形象塑造几大部分，结合体验式实践操练进行讲授。其中整体
形象设计内容包括1、色彩搭配2、服饰搭配（穿衣技巧、体型修正）3、商务
着装规范运用4、社交场合着装搭配实务5、化妆实操6、发型设计；个人职业
形象塑造内容包括1、求职面试技巧2、仪容仪表规范3、情景模拟实训（角色
互换筹划及应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训练，使学生能给掌握运用穿衣搭配展
示技巧，根据不同场合进行着装及仪容规范，能够独立完成自我形象设计。培
养提升个人气质与审美能力，素质良好个人形象。提倡加强综合素质教育，增
强自我形象管理意识，这对培养知性高雅女性人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40 7-8  主楼209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简介
学生
人数

周一上
课节次

上课地点

18 1022100016
舞蹈艺术鉴
赏与体验

艺术鉴赏与
审美体验

莎日娜

《舞蹈鉴
赏》 罗斌
西南师大
出版社
2009年

 1、 高校芭蕾形体美育教程,胡伟, 上
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　2、中国民族
民间舞初级教程,　贾安林、钟宁， 上
海音乐出版社，　2004年；3、 中国古
典舞基本功训练教程 （中级），张逸，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4 、
jazz； 5、 Your Move: The Language
of Danc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ovement and Dance. Ann Hutchinson
Guest　 Copyright © 1983 by Ann
Hutchinson Guest.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by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SA.
First published 1983,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本课程分为舞蹈鉴赏和舞蹈体验两个部分。舞蹈鉴赏部分通过讲解舞蹈艺
术的基本原理和表现方法、不同舞蹈种类的风格特征等内容，提升学生审美能
力，区分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的舞蹈特征。舞蹈体验的部分通过舞蹈的具身化
训练，养成学生良好的体态姿态、创造与求新的思维方式，学会创造身体动作
的技能。
课程内容包括古典芭蕾鉴赏与体验、中国古典舞鉴赏与体验、中国民族民间舞
鉴赏与体验、外国舞蹈鉴赏与体验、创意舞动等模块。

30 5-6
 形体房3（主

楼328）

19 1025020017 说理
社会发展与
公民责任

邢国威 无

1、《好好讲道理：反击谬误的逻辑学训
练》，T.爱德华.戴默，刀尔登，浙江大
学出版社，2014年；2、《司法说理的国
际境界》，宋健强，法律出版社，2010
年；3、《说理的艺术》，李海荣，彭
刚，周文力，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公民社会要培养 “说理能力”和“公共理性”。说理指的是什么？说理的特
点是什么？说理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说理才
能顺利地开展？应该怎样进行说理？本课程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混乱无
序的现状，引导学生认识 “说理”的各方面问题。本课程强调说理是文明的
产物，人类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启蒙又是自我启蒙的一
个过程。说理教育不是为了使人论辩获胜，也不仅是单纯技能的传授，而更与
人的文化教养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传承着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
性的说理价值。选课限制：法学专业的学生不可以选此课程。选课限制：法学
专业的学生不可以选此课

40 7-8  主楼310

20 1025042014
投资与理财

的智慧
社会发展与
公民责任

李阳 自编

1、《巴菲特之道》、罗伯特.哈格斯特
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4月；2、
《彼得.林奇教你理财》，彼得.林奇，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7月；3、《富
爸爸-提高你的财商》，罗伯特.清崎，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4、《菜
鸟学理财》，洪佳彪，中国铁道出版

社，2016年3月

本课程从什么事投资与理财的智慧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世界上伟大的投资大师
们的投资理财智慧的讲解，如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历史上最
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彼得.林奇，以及他们投资的成功案例；继而了解常用的
投资理财工具（如股票，基金等。）本课程共包括六讲，分别为：投资与理财
的智慧--实现财务自由之路，时间的玫瑰--基金投资，股票投资--高风险高收
益，为无法预料做准备--保险理财，拥有自己的住房--住房消费方案，不可忽
视的投资与理财风险。本课程侧重于基础性和通俗性，充分将实现生活中的投
资理财案例与基础知识相结合。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树立正确
的财富观，理性的消费观，科学的投资理财观；旨在培养高校不同专业学生树
立正确的财富观和科学的投资理财观，提高学生一生投资理财的兴趣和能力。
并在此基础上，熟悉一些常用投资理财工具，具备初步的投资理财技能。选课
限制：会计系和金融系专业的学生不可以选此课。

40 5-6  主楼210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简介
学生
人数

周一上
课节次

上课地点

21 1028031005
性别文化的
历史与未来

女性发展与
性别平等

王向梅 无

1、 《社会性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
王凤华、贺江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6年；2、《中国女性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陶洁、郑必俊，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5年；3、 《妇女与社
会》， 邢义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2005年；4、 《中国婚姻史》，
汪玢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5
、 《中国妇女通史》， 陈高华等， 杭
州出版社， 2010年；　6、 《中国婚姻
伦理嬗变研究》，王歌雅，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8年

从传统社会“男耕女织”到现代社会男女共同发展，从“男尊女卑”到男
女平等，不同时代中国的性别文化是如何形成，影响和塑造男人与女人的？性
别文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性别文化与男女角色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呢？当代的性别文化有什么特点？未来我们的性别关系和性别文化会走向哪里
呢？这些都是本课题要关注的重点。

本课程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丰富的历史与现实案例，辅以大
量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分析，来呈现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性别关系与性别文
化，其中会讲到以下这些重点内容，女神时代、父权制、婚姻制度、“女祸论
”、“三从四德”、后宫制度、“三纲五常”、儒家理论、“贞洁烈女”——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缠足文化、天足运动、女子教育——女教与女学、“三
姑六婆”和职业女性、才女文化、童养媳、女国民、妇女能顶半边天、“阴阳
两合”的两性关、“剩女”与“超女”，等等，内容丰富，议题具有代表性，
贴近现实社会和两性发展。

本课程重视启发学生突破传统“男性中心论”的局限，用社会性别视角观
察分析男女两性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两性关系及两性发展的特点，分析性别
文化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并探讨当今的性别文化与过去的性别
文化的异同之处，以增强对现实两性状况与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分析能力，预测
未来两性文化的特点与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本课程能够引导学生分析社会和
历史中的性别问题，了解女性发展的历程，使学生能够以史为鉴，增强对传统
文化和现代社会的认知、分析能力，提升性别意识，增强人文知识素养。

50 5-6
 教图楼306普

通教室

22 1028031011
身体与心

性：女性的
经验

女性发展与
性别平等

生龙曲珍

　《性别
、身体与
医疗》、
李贞德、
中华书局
、2012

1、 《洁净与危险》， 玛丽•道格拉斯
著， 民族出版社， 2008；　2、《性与
宗教》，　 达格•恩德斯鸠著，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4；3、《身体的塑造
》， 黛布拉•吉姆林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0；　4、《性别视觉心理学
》， 格洛丽亚•莫斯著， 中国友谊出版
公司， 2016；5、《厌女：日本的女性
嫌恶》， 上野千鹤子著， 上海三联书

店， 2017

本课程计划以身心二元视域下的女性经验为核心内容，通过对诸如孕产育
、整形、针对女性的暴力、视觉艺术等话题的探讨，剖析社会中的性别关系；
同时将女性身体的经验拓展至心性领域，以身体象征、多元文化下的女性观等
话题呈现精神世界中的性别关系，并辅以相关纪录片以增强感官体验，提升学
习兴趣。课程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从习以为常的身体以及身体事件中洞悉性别
关系的不平等，增强对民俗、宗教等文化事象的正确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
鼓励学生将思考延伸至实践生活，引导她们自觉增强性别敏感，树立健康、多
元的发展观。
在前两次开课的经验下进行如下调整：1精选课程配套纪录片，安排课下观看
并完成观后感；2增加孕产育部分讲授内容，在基本知识讲解基础上增加学生
的思考；3增加以辩论、现场访谈等方式进行互动，使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掌握
并运用知识。

50 5-6
 教图楼304普

通教室

23 1028031012
茶道与

女性生活
女性发展与
性别平等

孙晓梅

　《评茶员
培训教材》
《茶艺师培
训教材》

1、 《中华茶道图书茶经茶文化茶艺
》， 于立文，辽海出版社 2011—03—
21；2、 2、 《茶道中的人生哲理》，
方丽萍， 海潮出版社，2012—12—1；3
、《茶道养生》，林治， 世界图书出版
西安有限公司， 2012—7—1； 4、《茶
道生活》， 姚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6—1； 5 《茶禅心月:茶道新诠
及其开拓》， 赖贤宗， 金成出版社，
2014—12—15； 6、《一生不可不知道
的茶道文化》， 唐译，企业管理出版
社，　 2013—4—1

    本课程使学生了解茶的历史、茶的基本分类和茶叶深加工产品；使学生懂
得茶与女性的养生、习茶技艺和茶境茶礼；使学生掌握茶具的知识和茶道的配
器，安全的茶食品和健康的茶食品；使学生认识传统茶艺和现代的世界茶风，
使学生理解茶道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总之是要求学生学会生活的最基本的
要素——茶道中的生活。主要内容有：茶的文化渊源、发明饮茶的方式、现代
制茶过程；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的知识；茶叶中的有机
物，包括有十二类成分；现代饮茶器具，主茶具和辅助泡茶用具；取用器物手
法、提壶手法、握杯手法、温具手法、置茶手法、冲泡手法；茶礼：站姿、坐
姿、行姿、跪姿、鞠躬礼、伸掌礼、寓意礼； 日本茶艺、印度大吉岭红茶、
斯里兰卡的锡兰茶、英国下午茶、土耳其红茶等；茶馆的萌芽、茶馆的兴起、
茶馆的兴盛、茶馆的衍变、茶馆分类等等。选课学生需要考高级评茶师证和高
级茶艺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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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简介
学生
人数

周一上
课节次

上课地点

24 1028051017
家庭媒介素
养与经典诵

读

女性发展与
性别平等

臧海群 自编

1、 家庭媒介素养教育读本 唐湘宁、卢
锋、袁潇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2、 家庭媒介素养 张海波 男饭日报出
版社 2016年9月
3、 大学生媒介素养读本 王天德主编
高教出版社 2016年4月
4、 国学中的家教 贺京桂 台海出版社
2017年7月
5、 父母的语言　 　[美] 达娜•萨斯金
德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9月
6、 中华经典吟诵读本 王恩保编　 中
华书局　 2014年1月

    本课程从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跨学科领域以及社会性别视角出发，
针对数字化时代“媒介依赖症”的社会普遍现象和问题，尤其是大学生的媒介
使用现状，聚焦家庭的媒介素养教育，同时，紧密结合教育部关于落实两办《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要求，把家庭经典阅读作
为家庭媒介素养提升的具体路径之一而设计，致力于数字化时代优良家风家教
的建设。该课程目的是引导当代大学生掌握家庭媒介素养知识，具备媒介素养
和经典阅读能力，通过提升未来家庭成员母亲（父亲）的媒介素养，进一步影
响其他家庭成员，从而整体提升家庭媒介素养以及家庭成员传承发展传统文化
的能力。
本课程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媒介素养和家庭媒介素养；第二，
如何提升家庭媒介素养；第三，提升家庭媒介素养教育途径之一：如何养成亲
子共读和家庭经典诵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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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28031019
女性与家庭
生活伦理

女性发展与
性别平等

朱晓佳 无

1 《家庭与伦理》 　赵庆杰 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2008
2 《性别伦理学》 弗兰克•　帕森斯 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伦理与文明》 　贾英健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6

通过讲述女性主义学者对于家庭伦理生活的观点，启发学生思考女性在家庭生
活中应该扮演的家庭角色和遵守的家庭伦理。
与此同时，讲述女性主义者对于家庭伦理生活的态度：1.伦理道德的起源、现
实意义2.目的论、功利主义、关怀伦理、差异伦理的基本理论3.女性与性、生
育以及婚姻伦理道德问题。4.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5.青少年家庭道
德教育问题。6.女性在家庭中的伦理角色问题。7.关于女性的应用伦理，例如
关于强奸、未婚同居、堕胎等现实问题的伦理学讨论。这些都是我国现行家庭
伦理道德建设中亟待思考和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希望能够使学生形成家庭的概念以及家庭伦理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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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28033020 女性健康
女性发展与
性别平等

王献蜜

　《女性健
康全书》
郎景和

中国妇女出
版社
2015

1 《女性健康》 彼得•亚伯拉罕斯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2 《哈佛家庭医学全书-女性健康手
册》 安东尼•L .科马罗夫 安徽科
学技术出版社 　2017

   《女性健康》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希望同学们了解女性解剖结构及生理功能
、基本的女性健康知识，常见的女性健康问题及其预防措施，尤其是关注女性
的生殖健康问题，提升女性的自我保健意识，为她们今后的学习与工作奠定基
础，并可为妇女及家庭提供健康保健指导。主要内容：1. 女性人体解剖及生
理基础：包括基本的人体构造，女性生殖系统等；2. 女性健康知识：包括亚
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3. 常见的女性健康
问题：不同年龄阶段的常见健康问题，包括青春期、婚育期、中年期及老年期
。4．女性生殖健康保护：生殖健康知识及生殖健康防护。教学方式：1. 课程
内容讲授；2. 参与式教学；3. 案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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