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选修

课程英文名称：Buddh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28/1.5/2 其中实验学时：0

先修课程： 无

授课时间：每周一 9—10 节 授课地点：6F401

授课对象：全校选修

开课院系：文传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凌晓蕾副教授

联系电话：13652524242 Email:723539775@qq.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随堂答疑、课后答疑、微信答疑、邮件答疑等。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方立夫《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教学参考资料：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蒋述卓《佛教与中国古典文

艺美学》；田青《禅与乐》；杨曾文《佛教与中国历史文化》等。

课程简介：释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逐渐从外来文化演化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之一，对中国哲学、社会学、文学乃至音乐、舞

蹈、雕塑、建筑等影响深远，学习和了解佛家文化有助于全面深刻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热爱

祖国历史、祖国文明。课程借助优学院平台，以教师的堂上教学与武汉大学高文强教授的慕课相结合，

加强教学效果，促进教学改革。

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佛家文化独特的世界观和生命观；

2、了解佛家文化中国化进程；

3、了解佛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二、能力目标：

1、能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了解文化的多元性，开阔视野；

2、能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了解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博大胸怀。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勤于思考、善于分析的学习态度和思想意识；

2、养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

3、培养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能够在多元文化视野下辨别良莠，

兼收并蓄。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

的关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业

学生的课程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核心能力 2.

☑核心能力 3.

☑核心能力 4.

□核心能力 5.

□核心能力 6.

□核心能力 7．

□核心能力 8．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方式 作业安排

3
开阔眼界 2

重点：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导



畅达胸怀 难点：文化的价值在于差异

课程思政融入点：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

献

言”，回答

问题

4

掌握命运

创造未来 2

重点：佛陀是人不是神

难点：神是人造的

课程思政融入点：破除迷信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佛

陀”，制作

佛陀年表

5

因材施教

三时判教

重点：三时判教

难点：判教的依据

课程思政融入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

“苦”，回

答问题

6

自他不二

发菩提心 2

重点：从四弘誓愿看大乘佛法

难点：自他不二，依正不二

课程思政融入点：断除自私自利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涅

槃”，回答

问题

7
断除贪嗔痴

勤修戒定慧
2

重点：断除贪嗔痴，勤修戒定慧

难点：修善就是断恶

课程思政融入点：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言行

综合式

联合教学

佛教与文

学的关系

8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2

重点：忏悔的真实含义

难点：错不再犯是真忏悔

课程思政融入点：不因恶小而为之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小

乘”，回答

问题。

9

循序渐进

四大皆空 2

重点：佛陀教育的体系

难点：“空”的理论

课程思政融入点：透过现象看本质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大

乘”，回答

问题。

10

一花五叶

禅宗文化 2

重点：禅宗历史

难点：佛教的中国化

课程思政融入点：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

“禅”，回

答问题

11

掌握命运

创造未来 2

重点：因果和业力

难点：命由己造

课程思政融入点：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

“空”，回

答问题。

12

四次结集

大乘小乘 2

重点：佛经的四次结集

难点：依法不依人

课程思政融入点：热爱真理，破除迷信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格

义”，回答

问题。

13
佛经结构

读懂佛经
2

重点：佛经的结构和内容

难点：对佛经的理解

课程思政融入点：文化的价值在于差异

综合式

联合教学

佛教与雕

塑的关系

14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2

重点：三法印的阶梯解读

难点：关注现实的传统文化解读

课程思政融入点：破除私欲，立足现实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 看 高 文

强慕课“顿

悟”回答问

题

15
八万四千

殊途同归
2

重点：禅宗、净土宗简介

难点：自力和他力

课程思政融入点：成人是一切的根本。

综合式

联合教学

观看高文

强慕课“佛

经”，回答



问题

16
复习考试

结束课程
2

重点：

难点：

课程思政融入点：诚实做人、杜绝作弊

合

计：
28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重点与难点

项目类

型（验

证/综

合/设

计）

教学

方式

合计：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考勤 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 10%

课堂讨论 积极踊跃、善于思考、表述准确、符合要求。 10%

小组汇报
态度积极、分工明确、汇报认真、内容充实、富有见解、符合

要。
10%

平时作业 态度积极、作业认真、符合要求。 20%

期末考试 独立完成，符合答题要求。 50%

大纲编写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

系（部）审查意见：

同意。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2019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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