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粹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 基本信息
编写依据:2018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名称（中英文）：国粹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quintessence
课程编号：109110011
学时学分：32学时，2学分

理论学时与实践学时分配：理论 32学时，实践 0学时

课程类别：通识课程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2018 级全校本科专业

开设学期: 理工类专业开设在第三学期；文商和艺术类专业开设在第四学期

先修课程：无

开课单位：通识素质教育学院

二、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学、民俗等文化。让学生们具

有基本的人文知识底蕴，初步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面貌。通过教授学生熟悉国学

经典，增长知识之余，更要引导其端正品行，传承国粹精华，成为既博又雅的有用之才、

精英之器。

三、 课程教学要求
教师应从教材出发，要求熟悉国粹的相关基础知识和理论，能按教学大纲的规定，

全面地把握好课程深度、广度、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并能熟练地使用现

代化教学手段，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课程讲授之余，在信息化教学平台发布学

习资料、开展学习活动并及时反馈结果。要求学生课前能预习老师推荐的学习资源，课

上能参与教学讨论互动，课后能进一步拓展知识并结合自我思考完成作业，对待学习做

到举一反三，真正达到内化所学。

四、 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教学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学单元名称 学时（理论/实践）

第一单元 中国哲学思想概述 6（6/0）

第二单元 中国古代宗教概述 4（4/0）

第三单元 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 6（6/0）

第四单元 中国艺术 2（2/0）

第五单元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和教育 4（4/0）

第六单元 中医理论与论著 2（2/0）

第七单元 中国饮食文化 2（2/0）

第八单元 中国礼俗介绍 2（2/0）

第九单元 中国武术与杂技 2（2/0）

* 期末考试 2（2/0）

（二）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 中国哲学思想概述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儒家思想的历史流变过程，掌握同一派别重要思想

家的核心观点,理解不同派别思想家观念之间的联系和差异。通过讲授和讨论，让学生

领会中国哲学思想的精神内涵，锻炼学生在理解、掌握基础知识之上分析问题的能力，

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

【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课程教学过程中，应联系当下实际，并在不同思想家观念的对比中，强化历

史背景的介绍，从而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每种哲学思想的实质。并通过讲授，在蓝墨

云教学平台发布学习资料，及时查漏补缺、精讲提升，促使学生做好预习和复习活动，

达到理解和会用。

【主要内容】

1.孔孟儒家哲学思想

2.老庄道家哲学思想

3.“两孙”军事哲学思想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理清各派思想的源与流；指出中国哲学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2.通过对各派思想家的具体论著解析，阐明中国哲学所承载的中国人民的道德精神。

教学难点：

1.辨析中国哲学各派别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2.分析不同派别各思想家观念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3.讲授并概括中国哲学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力。

第二单元 中国古代宗教概述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明晰道教与道家的区别，进而了解道教和中国佛教的历

史发展概况，各教派的类别、典籍和影响等，锻炼学生在理解、掌握基础知识之上分析

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融会贯通。

【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课程教学过程中，依据教材内容进行讲授，要积极引导学生做好预习和复习

活动。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之余，通过查阅资料和讨论、演讲等方式，着重理解佛道

思想、道教和中国佛教的影响，掌握儒释道三家之间的互补关系。

【主要内容】

1.道教

（1）道教的发生及主要思想

（2）著名道教经文与道教圣地

（3）道教的影响

2.中国佛教

（1）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

（2）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与经文



（3）中国佛教的影响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理清道教的产生及其主要思想；

2.讲述佛教的传入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3.辨析中国宗教功能与中国哲学的作用之间的关联与区别。

教学难点：

1.阐明道教与中国佛教的影响；

2.解析道教与中国佛教之间的关联性；

3.讲授并概括中国宗教的影响力,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外文化交流的影响等。

第三单元 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掌握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和重要诗人的创作情况。讲解

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戏曲作品及其特点；并通过学习基础知识，理解史学辉煌期的成就。

通过案例引导，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分期与代表作品，掌握中国古代文学与史

学的发展成就和影响，从而学会自主学习的方法，锻炼分析问题的能力。

【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课程教学过程中，应通过讲授法和反复地朗读、欣赏和分析等方法，把握文

学、史学作品的内涵。以点带面，讲出诗歌总体的发展和演变历程。结合信息化教学手

段，开展多样化的课堂活动，让学生了解中国史学、文学的起源和发展，理解中国文学

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

【主要内容】

1.中国古代文学

（1）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名家及代表作品

（2）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2.中国古代史学

（1）中国文学的著名史著、史学家

（2）中国史学的影响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代表作品，分析唐诗、宋词、各类史书对世界的影响；

2.讲授并分析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史书不断传承的原因；

3.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的成就，理解“会通古今，镜鉴未来”的中国文化精神。

教学难点：

1.通过具体案例讲授，阐明“诗言志、文载道”的文学理论；

2.讲授并概括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的突出成就与影响力；

3.讲述具体史书的传承过程，解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等理论。



第四单元 中国艺术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掌握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特点。通过案例引

导，让学生了解中国艺术的流派和代表作品，掌握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成就和影响，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

【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课程教学过程中，应结合信息化教学手段，增加相关图片的展示，让学生对

中国书画等艺术的基础知识有一定初步的认识。注意学生的预习和练习活动,引导学生

课下查阅相关资料,养成自主探究式学习的习惯，让学生充分理解中国汉字、书法、绘

画、京剧、乐舞、园林等艺术的特征和影响力。

【主要内容】

1.中国的传统艺术

（1）书法

（2）国画

（3）京剧

2.中国的延伸艺术

（1）乐舞

（2）园林

（3）工艺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分析中国艺术的代表作品和名家，解析中国艺术的风格；

2.阐释各种中国艺术的世界性影响力；

3.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概括融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风格的中国艺术之准则和内在

精神。

教学难点：

1.总结各时期艺术发展的特点；

2.解析中国社会制度与中国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3.讲授并概括中国艺术的突出成就与影响力。

第五单元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和教育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历程、类别和突

出成就及影响。认识到中国古代教育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而提升社会

的道德责任感和继承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精神，锻炼学生逐步形成系统而缜密的思

维，促使其刻苦学习，成人成才。

【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课程教学过程中，应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引导，结合现代课堂教学实际，让学

生了解中国古代的教学方法和理念等。结合信息化教学的手段，布置课下自主学习的任

务，促使学生完成预习、复习、练习等任务。通过讲解和例举法，使学生掌握我国中国

古代的科技、文化和教育发展的相关知识和影响。

【主要内容】



1.中国古代的科学家、科技论著及影响

2.中国古代的文化成就：制度文化、专属文化、雅俗文化、文化遗产等

3.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内容及影响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解析并概括中国古代科技的发明与创造；

2.通过讲授，让学生理解中国古代教育“立德树人”的终极目标；

3.结合课内外资料，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诸如制度文化、专属文化、家族

文化、医药文化与文化遗产等。

教学难点：

1.讲述“因材施教”、“知行合一”、以天下为己任等思想，阐明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2.通过对具体科技、文化与教育相关案例的讲解、讨论，指出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性；

3.通过概述中国古代科教文化、文化遗产的成就，指出传承国粹的必要性与方法。

第六单元 中医理论与论著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中医理论和名著、名医等知识。通过讲解和例

举法，使学生掌握中国医药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理论体系，体悟科学而实用的健康理念、

系统而缜密的诊断方式，从而对我国中医药理论的发展、疗法和影响有一定的认识。

【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课程教学过程中，应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引导，结合现代课堂教学实际，让学

生了解中国中医理论和名著、名医等知识。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讲解，利用信息化教学

手段，开展课堂活动，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医药文化的民族特色与保健方法、

世界性影响等。

【主要内容】

1.中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2.中医著名疗法、中医名药妙方

3.中医的保健与养生

4.著名中医学家及医学论著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分点概述讲授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

2.阐明中医的传统诊疗理念及现代中医的养生疗法等；

3.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医药文化与论著的民族特色。

教学难点：

1.从认识自然的角度来解析中医理论的发展历程；

2.讲述中国古代的中医学家及医学论著，指出中医药学的理论根源；

3.通过概述中国古代医药文化的成就，指出中医药对世界的影响和作用。



第七单元 中国饮食文化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理解中国饮食文化在餐饮器具、食物原料、烹饪技法等

方面的独特之处。课堂讲授时多角度进行引导，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作为中

国人传统生活方式之一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独特性。具体案例结合现实生活和民族

传统精神进行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使学生内化所学。

【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课程内容围绕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展开，对其发展概况、礼仪文化、餐具与

烹饪特色以及文化内涵等内容，通过图片展示，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结合课下查阅资

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从而体会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和内涵。

【主要内容】

1.中国的食文化

2.中国的酒文化

3.中国的茶文化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讲授融合各种精神需求的饮食艺术与文化；

2.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内涵。

教学难点：

1.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书、礼、乐等元素融入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

2.阐明中国饮食文化所体现的礼仪传统。

第八单元 中国礼俗介绍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基本的民俗内容诸如礼节礼仪、中国传统

时令节日及婚嫁礼仪禁忌等。在课堂讲授中导入与节日相关的故事、传说的介绍，让学

生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来源，对礼俗活动产生的文化传承性进行反思，以锻炼

学生思考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课程教学过程中，应通过图片展示，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礼俗的仪式和中国

传统礼俗的发展概况。督促学生做好预习，以多种方式开展课堂活动，引导学生查阅资

料，多介绍一些地方习俗，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学有所获。

【主要内容】

1.中国的民俗：

（1）传统时令节日

（2）婚嫁禁忌

（3）传统礼节礼仪等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概述中国民俗作为中华民族生活方式之一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独特性；

2.阐明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在全球的影响力。



教学难点：

1.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概述中国礼俗文化的内涵；

2.阐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第九单元 中国武术与杂技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各种武术和杂技的分类，进而分析中国武术、

杂技艺术和文化的关系。通过讲授与案例介绍分析，让学生认识到中国武术和杂技是传

承和宏扬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领悟到功夫和品德、勇毅与智慧的力量，增

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积极地传承民族精神。同时也让学生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

【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课程教学过程中，应通过视频和图片展示，让学生了解中国武术和杂技的发

展概况，理解中国武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结合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学习活动，多介

绍一些中国武术文化，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既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学生更

好地内化所学。

【主要内容】

1.中国武术

（1）中国武术的起源、发展历程、流派

（2）中国武术的作用和影响

2.中国杂技

（1）中国杂技艺术的起源、发展历程、分类

（2）中国杂技的特点和影响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中国武术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2.中国杂技的特点及其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

3.阐明中国作为“杂技之邦”、“武术之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教学难点：

1.讲述武术、杂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2.通过讲解、分析具体案例，了解中国武术和杂技的审美意蕴、文化表达；

3.讲授并讨论具体的案例，正确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技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五、 测评方式
1.平时测评方式及权重

考勤 10%、预习测评 20%、作业 20%、课堂讨论 30%、课堂表现 20%。

2.期末测评方式及权重

笔试开卷，权重 100%。

3.总评方式:平时成绩 50%,期末成绩 50%。

六、 建议选用教材
1.范文琼：《国粹九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年。

2.梁国英,易定军等：《国学精粹》，天津出版社传媒集团，2017 年。

七、 参考资料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 年。



2.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7 年。

3.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6 年。

5.浦安迪：《明代四大奇书》，三联书店，2015 年。

6.廖奔：《中国戏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7.刘永华：《中国历代服饰集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王丽娜：《中国民俗文化精粹》，线装书局，2016 年。

9.孔见：《中国书法艺术通论》，人民出版社，2011 年。

10.薄松年：《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