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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教学思路 

   （一）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学校大一本科各专业的人文通识课程。旨在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的深入理解，对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积极健康的内容有深刻的体会并能够自

觉吸收和体悟。使学生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深入理解中国优秀文化传

统的基本精神，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与健全学生的文化人格，提高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理论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使学生能够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

文化，结合专业所学，用现代的艺术语言表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二）线上教学思路与实施可能性 

为响应国家“停课不停学”的号召，结合教学实际情况，本课程采用多元化

教学平台及应用软件相结合的方式，运用“钉钉群”进行直播授课，通过屏幕分

享、PPT讲解等方式完成线上教学；利用“云班课”平台实现课程资源学习及师

生在线课堂互动，并辅助学生线下学习及完成作业；通过“QQ 群”通知，随时

与学生交流，为学生答疑解惑。 

本门课程是理论为主类的课程，采用的是首要教学原理+思维框架图总结的

教法。在首要教学原理的基础上，根据课程特点采用了闭环式的教学设计。 

 



 

 

 

二、教学内容 

按照课程大纲，依据教学计划，本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教学内容为历史

文化模块第二讲《中国文明的起源——青铜时代》，主要介绍中华文明的起源；

甲骨文与青铜器；夏商周的天命观；西周的人文传统。其中教学重点：追溯中国

文明的起源；教学难点：理解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三、教学实施过程 

（一）教学手段选用 

使用钉钉群“屏幕分享”讲授 PPT中教学内容，借助“板书”等方式同步语

音讲解，加深学生理解，区分教学内容的重难点；实时提问、练习题、穿插互动

小游戏等，实时总结相应教学内容，并采用云班课“头脑风暴”等功能监督、检

查学生学习笔记、检测学习效果。使学生充分参与到在线学习中，挖掘学生内在

潜力、增强学习动力、加强在线学习自我约束力，实时了解学生动态并答疑解惑。 



 

 

 

 

 

 

 

 

 



（二）教学过程 

教学理念：“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我们立足于文化研究与传承特色，在授课过程中始

终坚持文化育人，提升学生文化认知水平，培养同学们成为有理想、有信念、有

道德、有情操的文化传承人才。 

教学安排： 

时间 安排 

课前 获取教学资料及教学课件 

课前 自主完成预习任务 

课上 直播授课做好相关笔记并参与随堂问答 

课上 在 QQ教学群和云班课头脑风暴题中参与本次课程的讨论 

课下 完成教学思考题，参与征文活动 

 

1.课堂案例： 

信念为魂，树立文化传承理想。文化的主体是人，传承的载体也是人。源远

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继续生生不息，从过去延伸到未来，就必须要有一

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加入此中，接续传递。本次课授课用近期热点三星堆考古新发

现导入，充分展示传统文化的多重面向，让同学们看到新一代的考古人在文化传

承方面做出的贡献，以鲜活的事例促进学生坚定信念，做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承人。 

 

 

 

 



基础为根，提升文化认知能力。讲授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提问：中华五千年

文明源头在哪？通过查阅文献、考古佐证、逻辑分析，揭示目前为止，可证实的

中华文明史约 3700 年的时间。通过教学进一步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鼓励同学

们系统阅读与研究古代文献，带领学生充分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传承、生

生不息的历史与根脉，使同学们厚积薄发，建立正确的史学观。 

 

创新为韵，激发文化实践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

而不退者”的理念，不断创造创新的民族。中华优秀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不息，

正在于其不断创新、不断融合的特点。在讲解青铜器时，针对青铜器的的纹饰和

铭文，对其进行细致解读。在讲解铭文时，介绍铭文的书法价值，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在讲解纹饰时，介绍商周青铜器主要采用以饕餮纹为主的狰狞纹饰的原

因以及其狞厉之美。通过此方式带领学生了解文化的载体形态，领悟传统文化的

真谛与精神。同时，鼓励学生大力进行设计产品转化，通过实践弘扬传承传统文

化。 

 

 

 

 



 

 

 

 

 

 

 

 

 

 

 

 

 

 

毛公鼎铭文 

 

 

 

 

 

 

 

 

 

青铜器饕餮纹 

 

2.课堂视频 

在授课前准备了视频资源，丰富了课堂内容，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在

课堂授课中播放了关于“青铜器”和“青铜器纹饰”两个视频短片共计 16分钟， 



 

 

 

 

 

 

 

3.课堂笔记 

 

 



 

学生课堂笔记 

4.课间休息 

本周课间安排了学生做眼保健操，以缓解学生视疲劳，给学生适当放松的时

间，有助于学生下半节课更好的跟上课堂节奏。 

 

 

学生做眼保健操 



5.指导写作 

润物无声，提升文化学习热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

能没有灵魂。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

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

光澜必章”，我们作为老师，立足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在课程教学中灌

注文化自信因子，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集中于塑魂工作。以课为主，塑魂炼材。

课堂是教育学生的主阵地，课下通过指导学生征文写作，发表公众号文章，将文

化自信因子传递到每位学生心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指导学生征文写作 

 

 



 

 

 

 

 

 

     

 

 

 

 

学生发表征文 

（三）课程作业 

课后布置下一次课前预习内容，利用 QQ 群、钉钉群、云班课等方式发布课

后作业，巩固课上所学知识，叮嘱、督促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并隔周总

结上周作业及学习完成情况公布于钉钉群中。 

本周作业：在云班课上完成问答题“总结一下三代的天命观”。 



 

学生作业展示 

三、教学效果反馈 

通过学生的积极反馈及课上实际教学情况，本次线上教学模式效率较高，强

化了重点知识点的记忆，调动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获得了师生的一致认可。 

直播课堂将课程讲解、随机提问、答疑讨论相结合，强调了知识和能力的并

重，教学和自学的结合。即：学生将自主学习与教师的知识讲解相结合，通过题

目的解答加深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综合讨论学习中产生的问题并加以解答，通

过自学、教学、解答、讨论的方式合理分配课堂时间和掌控权，构建师生共同体，

从而使线上教学获得最大程度的价值。 

线上教学提高了知识传递的便捷性，提供了许多教学改革的新思路，教师积

极鼓励学生课下坚持广泛阅读学习资料、交流讨论等方式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使

之与实际生活实践相结合。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统一是日后需要不断深入探索

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