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美术学院在线教学设计与实践案例 

 

课程名称：中国文化概论        开课院部：基础教学部 

授课教师：赵威                授课班级：2020 级本科 

授课日期：2021 年 4月 29 日    授课方式：钉钉平台直播  

 

一、线上教学思路 

课堂教学按照以下步骤展开：  

钉钉签到： 

因本学期授课是线上线下交替进行，为了预防有同学记混上课形式，上课前一天我

在钉钉群发布通知，告知学生第二天采用钉钉授课的形式，提醒大家按时上课。 

直播课上课前15分钟发起课程签到，对于未及时签到的学生发送签到提醒，防止学

生忘记签到。 

一、（5 分钟）：导入，通过回顾上次课老子及其思想的相关内容，进入本次课的学

习。  

二、（45 分钟）：新课讲授，综合采用讲授、视频、提问互动等教学方法。  

三、（20 分钟）：讨论互动 

四、（20 分钟）：知识回顾与课堂练习 



 

 

 

二、教学内容 

本次课程为《中国文化概论》第八讲，主要介绍庄子的思想。旨在帮助学生初步理解

庄子的思想并尝试着运用道家思想处理人生问题。 

课程内容分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庄子其人，主要讲授庄子的生平及其生活的

时代背景。第二部分介绍《庄子》一书，概述《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第三部

分庄子的思想及其应用价值。最后，进行回顾总结，帮助学生升华思维，巩固成果。 

 

 

三、教学实施过程 



 

 

（一）教学手段选用 

课程综合采用讲授、视频、提问互动等教学方法。 

庄子的思想如其语言一样“洸洋自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寓言的形式体现的。为

了方便学生理解，在授课过程中我采用播放相关寓言动画的形式帮助学生初步了解故事内

容。老师再在此基础上进行讲解分析。以徐徐诱导，循序渐进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庄子思

想，进而试着应用庄子思想。 

 

（二）关于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的融合 

庄子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思想在先秦诸子中非常独特，当儒家、墨家、

法家、老子都关注如何建设或恢复更好的政治秩序时，庄子向内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生

命的话题是永恒的，因而庄子的思想也具有永恒魅力。庄子秉信“齐物”，追求 “逍遥”，

他最珍视的天性和自由。期翼人生不再被纷繁多变的外物裹挟，不再被无穷无尽的欲望牵

引，自然如真人那般“其寝不梦，其觉无忧”。 

在讲授庄子思想时，我主要围绕庄子思想中“本真”这一核心要义，引导学生“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例如，我引用《庄子·应帝王》中浑沌之死的故事，使学生明白本真

的重要性。进而又引用了《庄子·人间世》及《庄子·大宗师》中颜回与仲尼对话的故事，

通过对故事的讲解让学生明白践行庄子“心斋”“坐忘”的思想，就能做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三）教学过程 

庄子的思想洸洋恣肆，他的思想中既有超越世俗的逍遥自适，又有与天为徒、与万物

同一的齐物之志。庄子关注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一个乱世之中，个人去如何更好地安顿

自己的生命，如何在这样的世道中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选择了追求心灵逍遥的方

式。当然在追求逍遥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避世思想。因而在讲授庄子思想中

我主要讲授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帮助学生构建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让他们能够泰然自

若的面对生活中的是是非非。 

 

（四）课程作业 

课程作业采用了云班课头脑风暴的形式进行。 



 

 

 

 

（五）课程成绩设置 

1.出勤 20 分。旷课一次扣 10 分，三次及以上重修；请假无假条按旷课计，公假不扣

分。出勤情况结合钉钉签到和钉钉直播听课时长记录。 

2.课堂表现 20 分。回答问题一次加 1-3 分；记笔记完整、规范加 5-15 分。玩手机一

次扣 10 分。睡觉、吃东西根据实际情况一次扣 3-5 分。全勤加 5 分。 

3.诗词背诵考试 30 分。 

4.云班课成绩 30 分。 

5.附加分 

附加分主要有以下几项： 

①撰写征文发布公众号一篇加 10 分，20 分封顶，普通稿件一篇加 5 分； 

②其他任课老师布置的额外任务，10 分封顶。 

备注：平时成绩加上附加分后总分不能超过 100 分。 

四、教学效果反馈 

网络授课的教学形式对已习惯课堂教学的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提升自我的新

机遇。这种授课形式教师和学生不直接面对面，学生上课过程中的学习态度、学习效果如

何把控是我首要解决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我主要采用了四种应对措施：一，课前细心编写



 

 

教案。尽量选取一切贴近学生生活，能够引起学生共鸣的案例，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课中，增加和学生互动频率。师生互动一方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另一方面也方便我

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随时调整教学进度。三、课后，耐心解决学生疑问。线上教学教与

学是相分离的，无法直观的解决学生的疑问。课后的答疑解惑成为解决课堂遗留问题的主

阵地。我主要是利用隔周线下教学的便利，查漏补缺，帮助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经过我的

努力学生对本课还是很认可的，单次课点赞达 1546 次，甚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