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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4－2015 学年第二学期博雅课程 

选课事宜的通知 

 

2014－2015 学年第二学期拟开设 34 门博雅课程，其中：文学与艺术类课程

9 门；历史与文化类课程 10 门；社会与哲学类课程 7 门；科技与自然类课程 2

门；性别与发展类课程 6 门。详见《2014－2015 学年第二学期博雅课程一览表》。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专业博雅课程学分要求 

根据《2012 年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自 2012 级起，本科生在学期间

要求修习 12 个学分的博雅课程才能毕业，其中“文学与艺术”模块修习 4 个学

分，限定 2 个学分的文学类课程；“历史与文化”、“哲学与社会”、“科技与自然”、

“性别与发展”四个模块中各要求修习 2 个学分，共 8 个学分。 

二、选课对象及要求 

本次学生网上选课的对象为 2012 级和 2013 级本科生。学生可以选择 1 门课

程，不超过 2 个学分。学生根据各院系教学安排进行自行决定。 

三、学生选课说明 

1、登录 

输入学号、密码登录教务管理系统；点击“学生选课”进入选课页面。 

2、查看选课信息 

选课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1 学生选课页面 



  2 

（1）、查看选课提示 

学生选课页面上方显示选课提示，包括当前选课阶段；选课人；选课时间；

选课学分、门数限制；已选课程和选课控制说明等信息。 

（2）、查看选课说明、学生个人教学计划 

点击页面上的“ ”按钮，可以查看选课说明,提供下载功能。 

点击页面上的“ ”按钮，可以查看学生本人的个人教学计划。 

点击页面上的“ ”按钮，查看选课提示信息。 

3、选任选课 

 点击页面上的“ ”按钮，页面显示如下图所示： 

 

图 2 任选选课 

 按照课程号、课程名等条件查询待选课程信息 

输入课程号、课程名称、任课教师、学分； 

选择上课周次、星期、节次、校区、课程分组； 

查询待选课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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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按条件查询待选课程 

学生点击“ ”按钮，进行选课。 

注意事项 

选课过程中，如果所选课程有选课限制（选课容量等）、与已选课程存在冲

突（时间等）等，页面会显示相应提示信息。 

4、输入课程号、课序号快速选课 

点击页面上的“ ”按钮，显示已选课程列表，包括已选课程信息：

课程号、课序号、课程名称、学分、选课属性、开课院系、课程班校区、任课教

师等。 

 

图 4 快速选课 

已选课程列表下方提供通过输入课程号和课序号快速选课的功能。 

如果知道待选课程的课程号、课序号，就可以直接输入这些信息来选课。 

在已选课程列表下的“快速选课：请输入课程号和课序号”下，输入课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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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序号，点击“ ”按钮即可完成选课。选课后，课程出现在已选课程列

表中。一般使用这种方法来选择个人教学计划和任选课以外的课程。 

点击“ ”按钮，查询全校开课信息。 

注意事项 

为了提高选课效率，请保证输入正确的课程号、课序号。 

a) 课程号：输入信息必须与开课信息一致，不能有多余的空格。 

b) 课序号：输入信息必须与开课信息一致，小写半角阿拉伯数字，不能有

多余的空格。 

5、退选课程 

在选课时间内，学生如果需要退选课程时，点击已选课程列表中的“ ”

按钮，即可删除已选课程。 

6、说明 

1. 为提高选课速度，设置了学生在线人数和选课时间，故选课前必须作好

准备。 

2. 点击选课页面上的“查看教学计划”按钮， 可以查看个人教学计划，请

对照本学期个人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课程和要求进行选课。 

3. 可以通过开课院系和课程号查询“课程列表”，“课程列表”中将显示本

学期的开课信息。 

4. 选课后，所有在“个人教学计划”以外的课程，系统将作为任选课处理，

显示在“已选课程”列表中。 

5. 已选课程列表中的“课程属性”是和个人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属性是一致

的，“课程列表”中的课程属性只作参考，可以选择“课程列表”里的必

修班，作为自己的限选课或任选课。 

6. 当设置了多个课程班合并显示时，必修、限选待选课程列表中同一课程

多个课程班将合并显示为一条，学生点击该课程所在行的“展开”按钮，

页面将展开显示该课程的所有课程班，学生选择某一课程班进行选课。

任选课不合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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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① 选课建议用 IE 浏览器，版本在 6、0 以上。 

② 选课过程中，不要同时打开两个选课登陆页面。 

四、选课时间安排 

1、阶段一：预选阶段 

时间：2014年 12月 18日（周四）12:00时至 12月 21日（周日）24:00时 

由于本次博雅课程将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选课名单，因此预选阶段选课先后

顺序与系统抽签结果无关。同学们在预选阶段将不限课容量进行选课，预选阶段

结束后，12 月 22 日（周一）上午 8:00 时系统进行随机抽签，系统将自动删除

未被抽中的学生名单，因此请同学们务必在 12月 21日（周一）晚 24:00时之前

参加预选。系统抽签与预选阶段选课先后顺序无关，请同学们合理安排选课方式

与时间。 

2、阶段二：正选阶段 

时间：2014年 12月 22日（周一）14:00时至 12月 25日（周四）8:00时 

本阶段为随机抽签，未抽中者系统将自动删除选课记录。12月 22日（周一）

上午 8:30时将进行系统抽签。抽签结束后，下午 14：00时请选课学生登录教务

系统查看是否成功选课。学生可在 12月 25日（周四）8：00之前自行补选课容

量未满的课程。该选课阶段为先选先得，不再进行抽签。  

3、阶段三：退选阶段 

时间：2015年 3月 2日（周一）8:00时至 3月 10日（周二）16:00时 

退选阶段为开课后第一周学生可退选，但不再改选和补选。退选课程的学生

需填写退课申请表，由系部教学秘书于 2015年 3月 10日前汇总后交到教务处通

识教育课程管理中心（主楼 234）。 

 

教务处 

  2014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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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与艺术类课程 

1.《麦克白》著译赏析 

任课教师：丁占罡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最短、也最具震撼力的悲剧作品，是一部人性与野心

抗衡的文学经典。一直以来，《麦克白》都是在世界范围内被搬上戏剧舞台次数

最多的莎翁剧作之一。所谓“著译赏析”之“著”，即莎士比亚的英文原著；“译”，

即我国翻译大家的中文译作。 

本课程将莎士比亚的原著《麦克白》同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的译著以英中

对照的方式原汁原味地呈献给学生，旨在通过戏剧这一独具魅力的文学艺术形

式，引领学生熟悉莎剧《麦克白》的语言特点，掌握其基本结构和艺术特征，了

解不同翻译家的翻译风格，在品味莎翁悲剧魅力的同时，欣赏到翻译名家的经典

译作，从而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培育“博而不浅、雅而不媚”的人文情怀。 

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莎士比亚的生平、地位及贡献；(2)《麦克白》

的语言特点和艺术魅力；(3)《麦克白》原著及译本对比析读；(4)《麦克白》（BBC

舞台剧）观赏与表演。 

2.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名家经典 

任课教师：李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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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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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清小说赏析 

任课教师：宋珂君 

本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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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外国文学名家名作 

任课教师：寿静心 

本课程主要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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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魏晋南北朝作品精读 

任课教师：梁克隆 

本课程对魏晋南北朝作品的精读，使学生正确认识文学“自觉时代”的历史

风貌与文学成就。诗歌的“承上启下”，文学理论的空前发展，散文的独特成就，

都是这一时代的丰厚遗产，小说更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丽宝藏。课程主要讲解

“建安风骨”与“正始、太康”时代的精品，了解五言诗的发展情况；魏晋散文

的进步和抒情小赋；《世说新语》及其中的《贤媛篇》，描写刻画出众多的人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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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特别是杰出女性人物形象；《文心雕龙》的出现，表明文学理论的繁荣；山

水田园诗的境界，对唐诗具有极大的影响。总之，深刻认识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

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6.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 

任课教师：张永辉 

本课程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名作的文本细读，解析作家、作品、读者、

时代等因素的相互契合，探索生命感受、情感、思想、信仰等因素的艺术熔炼，

追问经典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时代意义和审美意义，引导学生鉴赏、

评论水平的提高进而追求美好精神境界，最终使学生通过经典文学作品把握时代

与社会、自我与世界、现实与人生。 

课程主要讲授内容包括：鲁迅的精神实质与创作风貌；郭沫若《女神》的时

代意义；茅盾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巴金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老舍作品的思想

艺术特点；沈从文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冯至、穆旦的诗歌成就；张爱玲作品的

思想艺术特点；王蒙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青春之歌》的思想艺术特点；各种

艺术形态中的《红色娘子军》；《女孩子的花》中的女性形象特点；《我有这样一

个母亲》中的母亲形象；《母亲杨沫》中的杨沫形象特点；严歌苓作品的思想艺

术特点；莫言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 

7.唐宋词名家名作 

任课教师：谢君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敦煌曲子词为代表的唐代民间词，李白、刘禹锡为代表

盛中唐文人词，深美闳约的温庭筠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韦庄词，感慨遂深

的李煜词，意内言外的冯延巳词，在消遣中体悟生命的晏殊词，在遣玩中感发意

兴的欧阳修词，雅俗共赏的柳永词，自是一家的苏轼词，秦观的伤心词，擅于创

调的周邦彦词，经历离乱、前后突变的朱敦儒词，花中一流的李清照词，英雄不

偶的辛弃疾词，情蕴深长姜夔词，如七宝楼台的吴文英词，怀念故国的南宋遗民

词。 

本课程选取以上唐宋词中的名家名作为讲授对象，对经典词作做深入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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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挖掘经典词作的审美内涵，解读词人创作背后的思想与情感，以及介绍有

关唐宋词的基本知识。以期让学生提高对传统词作的鉴赏能力，授受传统诗词中

的人文精神与审美情趣的熏陶，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找到当代大

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学及伟大文学家精神上的契合点，传承优秀文化，提升自我修

养。 

8.中国四大古典名剧赏析 

任课教师：张瑞 

《西厢记》里的张生、崔莺莺；《牡丹亭》上的杜丽娘、柳梦梅；《长生殿》

中的唐明皇、杨玉环；《桃花扇》底的李香君，侯方域……这些传奇人物的悲观

离合，爱恨情仇是怎样展开，数百年来又是如何被一代代人们传唱？其中经久不

衰的奥秘何在？  

《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被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剧。本

课通过对这四部明清戏剧剧本的解读，结合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戏曲片段，

了解《西厢记》里“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理想、《牡丹亭》“因情而死，因

情而生”的执着、《长生殿》帝王江山与美人的纠结、《桃花扇》才子佳人的爱情

在朝代兴亡中的际遇，体会到作者讲述爱情故事背后富有悲悯与同情的心灵。引

导同学们透过作品的解读，感受中国古代戏剧的人情美、人性美、艺术美、音乐

美，在美的体验中得到人生经验的拓展与升华。 

9.百年设计 

任课教师：王露 

本课程与《设计生活》相互补充，一从现实生活谈设计，一从百年历史谈设

计。本课程通过系列专题研讨，兼顾时代线索、国家特点和问题意识，研究百年

设计史中的关键问题，讨论著名设计师及其作品与风格流派，认识百年设计发展

的基本线索及其与文学、历史、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百年设计发展如何影

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初步建立系统的设计史观。 

本课程内容由 8 个系列专题研讨组成，每个专题由校内教师和校外专家学者

根据专题范围选择个人研究专长结合一个具体案例组织教学进行研讨：1、工艺



  12 

美术与现代设计；2、威廉？莫里斯及其思想；3、包豪斯的价值和意义；4、女

性设计师；5、丰裕社会与波普设计；6、战争设计与绿色设计；7、以用户为中

心的设计 8、从设计伦理到好设计。 

二、历史与文化类课程 

10.近代国际格局演变中的外交智慧与政治谋略 

任课教师：王涛 

本课程主要讲授 17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这三百年间，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历史进程，梳理这期间发生的重大国际性事件，介绍、评价

与之有关的政治家、外交家的活动，剖析主要大国争夺欧洲霸权乃至世界霸权的

外交政策。欧洲大国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内部争夺主导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向全

世界扩张，在亚洲、非洲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近代国际关系历史演变的进程和特点，认识、

掌握近代国际关系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提高观察与分析复杂的世界和国际问题的

能力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对正确认识当今重大的国际事件和国际问题具有很

重要的指导意义。 

11.清史漫谈 

任课教师：刘朝辉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王朝，统治中国长达 268 年之久，中国

的版图疆域及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外

交、边疆民族等诸多问题大都由清代演化、延伸而来。清史，作为古代近代承前

启后、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的一个朝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地位。 

本课程以清代重要人物为切入点，对于明清鼎革的历史发展进程、满汉、中

西文化的碰撞、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清代由盛转衰的变化、清代的文化成就、

清人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诠释和解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清朝历史，

认识中国在当时社会大转型期间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加深刻的了解中

国国情，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3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座 

任课教师：苗伟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其内容是叙述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其目的是通过

教学，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建国以来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的

历史内容，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吸取经验、智慧和力量，正

确地把握未来，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学习和掌

握治国安邦的理论，坚定地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课程对于学生掌握当代中

国历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

能力，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帮助作用。 

13.西方文化 

任课教师：于光君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文化又是一种历史现象，

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确切地说，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不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就不能说是了解了这个国

家或民族。文化和知识有联系，但文化并不等于知识。在一个知识迅速飞快激增

的时代，做一个有文化品位的人是我们诸多学子的追求。文化品位的形成要靠对

文化的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风格不同，中西文化对比着学习有助于我们加

深对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西方文化，源远流长，人文荟萃，与伟大的东方文明双峰并峙，共同谱写人

类历史的辉煌篇章。本门课程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的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概况，民

族与种族成分；历数西方社会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分析其文化的主要成就，其

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它的历史走向与前途。重点则在于介绍和分析西方文化的

主要构成，包括它的自然科学、教育、法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的历史与成

就。意在从中体悟历史的规律。 

14. 上下五千年——中化文化大观堂 

任课教师：田南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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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论讲授、经典阅读、观赏音像资料等方式对祖国传统文化进行初步的

梳理和介绍，主要内容包括：农耕、游牧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异同；儒家、道家、

佛家的基本要素及（含道教）；古都与皇宫布局、皇家与私家园林、南北民居、

洞窟、寺庙道观; 书法绘画；礼仪、民俗、节庆、戏曲、品饮茶酒等。其中书法、

戏曲、品茶等教学单元安排实践环节，以期提高学生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与热爱。 

15.中西文化比较 

任课教师：谷劲松 

本课程从文化的定义入手，通过介绍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如

社会学家韦伯、涂尔干等，使学生了解对文化概念和内涵。针对文化不同方面、

不同领域，以及产生文化差异的因素，利用相关案例进行分析。指导学生对有关

文献、案例的导读与分析，使学生融入课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相关的领域

还包括语言与文化、欧美流行文化、欧美流行文化等内容，旨在加强学生的跨文

化意识，对不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并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与个性。通过比

较文化间的异同，使学生能够在今后无论是学习或工作中遇到文化问题时能够具

有较强的辨别能力，尽量能做到取他文化之长，补己文化之短；在遇到文化间冲

突的时候，能够通过所学尽力找到避免或解决的办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不

同的学生找到各自感兴趣的内容，培养跨文化、跨学科的意识。 

16.西方经典原著选读 

任课教师：符国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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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论科学与

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忏悔录（上下册）》、《一个孤独的散

步者的梦》、《政治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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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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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古代经典选读 

任课教师：钟治国 

在今日全球化的浪潮中，在地球村的语境下，拥有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的

中国如何在文化上自存、自立，以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为资源而非急欲甩掉的负

担，系统整理、研究、传承中国古代文化，有效回应时代的问题，进而对世界文

化秩序的重构作出有积极意义的贡献便是今日中国人之要务所在。本课程以儒学

经典诠释系统中的典型形态宋明理学尤其是号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的朱子对“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解释为核心，

借由对“四书”的文本结构、主要内容、内在逻辑以及精神意蕴的爬梳和解读来

贯通今古，通过对“四书”文字的疏通与义理的探求，以字字而求、句句而索，

扎实、严谨的读法来涵聚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18.汉字源流详解 

任课教师：谭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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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佛经导读 

任课教师：宋珂君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阅读优秀的佛教经典，并藉由经典的导读，向学生介绍

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内容之一的佛学思想。希望学生通过对佛教经典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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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与学习，对佛教的基本知识和文化特征有所了解，启发并培养开放包容、健康

理性的文化态度。适合热爱传统经典尤其是佛教经典的同学选修。推介及导读的

佛经篇目主要有：《心经》、《金刚经》、《四十二章经》、《楞严经》、《十善业道经》、

《妙法莲花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六祖坛经》、《黄檗禅师传心法要》、《碧岩

录》、《佛说阿弥陀经》、《米拉日巴大师歌集》。 

三、社会与哲学类课程 

20.法律思维与经典阅读 

任课教师：刘明辉 

通过指导经典阅读和热点问题讨论，使学生了解法律思维的概念、特点、规

则及功能。开阔视野，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并进行法律思维训练的兴趣和习惯，培

养学生运用法律思维的习惯和防范法律风险的初步素养。教师引领学生阅读亚里

士多德的《政治学》，了解法治的含义及其优于人治的性质；阅读《正义论》，了

解程序正义和实质性公平的含义和意义；阅读并讨论《法律的道德性》中的国王

造法寓言，理解法治取代人治的必要性；阅读《论语别裁》，评论“父子相隐”，

讨论法律思维与道德思维的区别；阅读《为权利而斗争》，理解诉讼促进法律实

施的功能。 

通过示例深入浅出地帮助学生理解经典作品的精髓。学习法律思维的概念、

功效、基本规则，法律思维与政治、经济、管理、道德等思维方式的区别。在分

析“辛普森涉嫌杀人案”、 “侵占家族公司财产案”、和“经理强吻女员工案”

等案例和《悲情母子》、《杀破狼》等视频的过程中，矫正一些错误的思维方式，

掌握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和思维轨迹。避免陷入认知误区，提高涉法情商和品位，

了解什么是法律思维，为什么要用法律思维以及怎样养成法律思维习惯。 

21.公民社会的法治精神 

任课教师：左玉迪 

本课程以专题方式讲授好公民与好社会、良法与恶法、权利与权力、民主的

面相、自由的魂魄、法律的 LOGO、法意与人情等内容，让学生了解公民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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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法治、权利与权力、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等的区别，引导学生从法律人的

视角思考和看待法律传统、司法自治、法律信仰等法律现象与问题，进而掌握法

治精神所蕴含的基本理论，认识到作为文明社会核心要素的法治是当代最为根本

和最为重要的控制方式，从而达到让学生在品读和争鸣中开阔视野，提高法学素

养，增强法治观念的目的。 

本课程的选课对象限定为非法学专业学生，授课思路上注重开放性，知识上

兼具思辨性和现实针对性，方法上主要采用经典阅读、小组讨论和比较法方法（中

西比较、古今比较），辅以观看相关的视频短片。 

22.优势视角社会工作  

任课教师：俞鑫荣 

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困难，当人们以自己的

能力无法解决时，就会求助于他人，社会工作就是一个助人的专业。社会为什么

需要社会工作？我们如何更好地助人自助？本课程运用参与式教学方法，通过讲

授、阅读、工作坊、角色扮演、微型社会调查等帮助同学解决以上问题，理解社

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与内涵，培养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怀，了解社会工作的

基本原则和方法，熟悉优势视角的基本概念，初步树立优势视角，学会如何认识

自身的优势、发掘优势、利用资源、树立目标，在自我成长的同时有效地帮助他

人。 

23.西方教育思想 

任课教师：戴莉 

本课程通过阅读原著理解从古希腊至现代和谐教育思想的演变过程以及各

阶段的理论特点，观看电影讨论我国现在和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路径；

阅读原著学习西方教育家对教育目的是审视当代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的能力。 

24.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哲学反思  

任课教师：李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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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西方近现代若干重要思想家及其代表性著作的介绍，使学生掌握经典

著作的基本脉络，了解著作的写作背景，加深对其时代历史问题的认识，理解作

者解决问题过程中所展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成果。启发学生思考哲学、文化、思

想、科学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思想与人类生活、人性

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中西方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及其历史意义。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25.辩证逻辑与思维方法 

任课教师：宋赛花 

本课程系统讲授辩证逻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包括: 辩证逻辑与唯物辩证

法、认识论、形式逻辑的关系、辩证逻辑的实质和意义；辩证思维规律、辩证矛

盾和逻辑矛盾；辩证思维的基本形式、逻辑范畴的实质和构建逻辑范畴体系应遵

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中外哲学家构建的逻辑范畴体系；辩证思维方法之分析与

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结合的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内容，通过丰富的案例和多种思维训练方法，使学生

掌握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发展创新思维的能力：发散思维法、侧向思维法与联系范

畴；收敛思维法、抽象思维法与综合方法；逆向思维法与辩证法；类比思维法、

共变思维法与归纳；系统思维法、组合思维法与整体范畴；假设思维法、追踪思

维法与归纳、演绎。通过辩证逻辑的基本思维方法训练，提升学生的辩证思维能

力和创新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逻辑工具。 

26.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 

任课教师：钟治国 

作为对人自身、世界及其之间关系的根本性思考，中国古代发展出了区别于

古希腊式的、独具特色的哲学思考，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虽然成立较晚，但作为

本质内容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可以说自古固存。时至今日，在与其他文明的广泛、

深入交流的语境下，如何在文化上自存、自立，如何在哲学上给中国文化奠基，

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塑造未来中华文明的核心资源，进而对世界文化秩

序的重构作出独特的贡献便是今日在文化上中国人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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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作为哲学理论性课程，以中国哲学的成熟形态——宋明理学为解读的

核心，借由对相关问题如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在宋明理学中的特定理解和表

达以及重要哲学家思想的个体阐释来阐明中国哲学的思维特点和成就，使学生对

中国古代哲学有基本的了解，进而培聚学生的文化素养，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四、科技与自然类课程 

27.生态生代之美 

任课教师：张德真 

本课程力从态生代的审美视野来体验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地球母亲、我们的

物质和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主要内容有：1、自足自组织系统的创生之美：

撼人心魄的星空（猎户、天琴、三叶、鹫、玫瑰、蝴蝶……）；地球母亲的肌肤

和表性（地球三极、堪察加、孙德尔本斯、恩戈罗恩戈洛、喜马拉雅……2、非

知自组织系统的自然设计之美：微观生命视野里的自组装之美（沸腾的真空、

DNA 的神奇之美、终结者沉静之美）；宏观生命视野里史诗般的壮阔之美（伟大

的沉默者们演奏的四季乐章、云中王子、E7、令人类惊羡的阿尤穆；梅兰物、

紫衫、银杏、608……）。3、自知自组织系统的生态生代之美：荒野文化之美；

理想主义时期的典雅之美；艺术语汇的必然因素；地球伤痛的凄美启示。 

28.与自然对话 

任课教师：陈方 

本课程主要介绍中外科技思想史，旨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引导学生

阅读科技思想名著，通过课堂讨论，使学生：1、了解人类探索自然的基本历程，

2、了解科学探索的基本特征以及典型的科学探索活动对人类的宇宙观和生命观

的深远影响，3、将自然科学发展与当代人类的处境联系起来，理解科学探索对

于社会发展意义。通过教学，学生可以进一步领会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理解科

学精神对自然科学发展、对哲学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并在学习过程中逐渐体会科学方法和哲学思想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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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别与发展类课程 

29.媒介中的性别再现 

任课教师：刘利群 

本课程是《女性学导论》课程的进一步延伸。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有

机会接触各种媒介，培养学生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性思维，带领学生参与与性别有

关的媒介制作，提高学生通过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媒介中的性别形象、理解当下中

国性别议题的能力；通过课程的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参与制作媒介的能力；了解女

性主义、社会性别、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了解媒介生产中的编码/解码概念；

熟悉媒介生产的过程；掌握媒介的性别化特征以及媒体表现性别化的寓意；分析

中国社会中的媒介实践。提升学生的性别意识，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性别文化及其

运作规律，获得基本的媒介素养。 

30.国际政坛杰出女性个案研究 

任课教师：孙晓梅 

本课程讲授女性参政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妇女参政的历史发展。通过对古

今中外女政治家的个案分析，了解她们的政治地位、历史贡献和局限性。本课程

个案研究的国内的政坛杰出女性人物有：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蔡畅、康克

清、陈慕华、吴仪、刘延东、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皇等，分析她们走上高

层领导位置的经历与经验，增强学生敢于面对困难，成为将来的杰出女性。 

31.性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 

任课教师：王向梅 

本课程讲授的重点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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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贞节烈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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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和合”的两性观、“剩

女”与“超女”，等等，内容丰富，议题具有代表性，贴近现实社会与两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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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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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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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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女性气质、角色与“友好型”性别关系 

任课教师：韩贺南 

气质与角色是性别的重要内涵，“友好型”性别环境与性别关系是女性生存

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本课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各流派女性主义、社会

性别理论关于性别气质、性别角色的论述，着重阐释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各种理论观点的异同；介绍 20 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气质、角色的变迁，着重探

究女性气质、角色与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关系，与男性气质、角色变迁的相互

关联，进而从社会转型、文化的多样性角度审视性别气质与角色变迁的历史轨迹；

阐释现代女性气质与角色的塑造与“友好型”性别环境和谐性别关系的建构，主

要讨论现代女性气质、角色的多样性表现，女性气质角色变迁对女性自身生存与

发展的影响，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探讨“友好型”性别关系的状态与意义，探寻

构建友好型性别关系的途径、方法与策略。 

33.女性与科学 

任课教师：朱晓佳 

通过讲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玛丽•居里、核裂变之母丽泽•迈特纳、遗传

学家麦克林托克、分子结构发现者霍奇金、CDMA之母海蒂•拉玛、女地质学家金

庆民、电子显微学家李芳华、太空材料发现者林兰英、医学家陶一之、工业医学

家艾丽斯•汉密尔顿等女性科学家的主要生平事迹及其主要贡献，增强女性从事

科学研究的热情和自信心。与此同时，讲述女性主义者对于传统科学的态度：（1）、

揭示传统科学中的性别偏见；（2）、把科学与男性划等号，把女性从科学中排除

出去；（3）、女性主义哲学家也大都是科学家，她们也都对科学有深切和敏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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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希望能够改变女学生对从事科学研究的畏惧心理，改

变女生只能做社会科学研究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处于生理弱势的传统观念。 

34.电影赏析与性别议题 

任课教师：范譞 

本课程是一门融电影知识、性别研究视角和电影鉴赏为一体的课程。它的基

本目标是教会你看电影并且关注电影中的性别议题。 

课程通过介绍电影的基本知识和鉴赏原则，在共同观影和分享观影经验的基

础上，引导学生从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视角解读电影中的性别意涵以及相关性

别议题，使学生掌握鉴别影视作品水平的一般方法，培养高水平的影视鉴赏能力，

引发学生从观影行为中对性别议题进行反思，引导其在日常休闲娱乐过程中自觉

添加女性主义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