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系列课程

——《思想中国》&《文化中国》课程介绍

一、 开课宗旨：

首先，研究学习中国文化思想，有助于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

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

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这个根本，就等于割断了精神命脉。其次，研究学习中国文

化思想，有助于更加准确、深刻地认识中国当前的国情。国情的实质就是文化思想的

历史及其现状。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中国文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

化思想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思

想的缘起、传承与发展。

二、 课程内容：

《文化中国》 每周五 18:30-21:30，1学分（任意选修）

日期 主

题

教

师

简介

10 月 15 日 道家思想与禅宗美学

（暂定）

朱赢椿 设计师，南京师范大学书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

才，“世界最美的书”奖获得者

10 月 22 日 中国传统智慧的启示一

一儒道思想精华

徐洪兴 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

上海儒学院副院长

10 月 29 日 魏晋风度与诗仙李白 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11 月 05 日 儒家的那些事 王建宝 长江商学院人文部主任



《思想中国》 周五 18:30-21:30，1 学分（任意选修）

日期 主题
教

师
简介

12 月 03 日 丝绸之路的历史启示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

委员

12 月 10 日 毛泽东思想 徐学通 上海市委党校研究员

12 月 17 日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大争

时代与文明复兴
李永刚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12 月 24 日
家国天下：国家认同的历

史与现实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

三、 评分方式与标准

评分方式 权重

1. 考勤/课堂参与/小组讨论 40%

2. 课程论文 60%

合 计 100%

在课程结束后，每人均需提交一篇课程论文，内容是就某一次课程的主题，结合自身

的工作经验或实际感受，在3000字左右。

本课程不允许学生的任何学术不端行为。一经确认，该项成绩以零分计。本课程所指

的学术不端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抄袭和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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