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华南师范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申报指南（试行） 

为提高公共选修课质量，促进学生全人发展，学校按照“逐年建设，逐批完

善”的原则，挖掘和建设我校优秀的课程资源，使一般性的公共选修课逐步转变

为高质量的通识教育课程。本指南旨在为我校教师开发与建设通识教育课程提供

一定的指引与参考。 

一、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 

通识教育主张全人发展，主要以课程学习的方式，帮助学生在学习高深学问

的过程中发展理性，获得对真、善、美的理解和判断，并为学生接受专业教育提

供智性发展的学术基础。为达到上述目标，我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应遵循如下理念： 

1.能够跨越学科的边界，倡导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帮助

学生理解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促进其认识和建立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 

2.能够跨越文化的边界，倡导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培养学

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帮助学生领略世界各地相互辉映的多元文化，

提升其跨文化理解的能力。 

3.培养视野开阔，能够主动求知、独立思考、明晰表达，具有人文情怀与服

务意识的全球化公民。 

二、通识教育的课程目标 

    通识教育的课程目标，是设计与开发通识课程的出发点，也是检验通识教育

课程质量的落脚点。配合全人发展的理念，通识教育课程目标应包含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三个维度。 

1.知识目标：需要学生理解的核心概念、基本原理、基础理论。 

2.能力目标：需要学生掌握的基本学术能力，例如各学科通用的阅读、表达

（口语与书面）、逻辑思维、定量推理、问题解决能力等。 

3.情感目标：需要学生提升的情感素养，例如道德、审美、意志力、服务意

识、社会责任感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专业教育不同，通识教育强调课程目标的统整性（知

识、能力、情感协调发展）、课程内容的基础性（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普遍真



理的学习和思考）、能力训练的通用性（各学科通用的基本学术能力，例如阅读、

表达、逻辑推理、定量推理、问题解决等）、道德情感的熏陶、反思与升华。 

三、通识教育课程的板块划分 

我校通识教育课程共划分为人文与艺术、自我与社会、自然与科技、教育与

心理、实践与创新五大模块。除了“实践与创新”模块以外，其余四个模块以课

程的方式进行，每门课程设定 2学分，34 学时，一学期完成。 

1．人文与艺术 

以文化视野、人文关怀、回归经典为导向。本模块课程不仅鼓励人文、艺术

经典的研读、讨论和赏析，更提倡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历史反思、文化批判

与艺术创新。通过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人文与艺术的浸润，引导学生思考

与追寻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除了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外，亦强调音

乐、戏剧、书法、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学习。 

2.自我与社会 

侧重自我探索、社会思考和社会参与，致力于发现和总结关于人类自身、人

类社会发展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内在规律。自我与社会模块的课程应使学生了解

通过诸多社会科学学科观察人类社会的独到和共通之处，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人的

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使其具备现代公民的德性和理性。 

3.自然与科技 

侧重于提升学生对自然的感悟、对科学的理解和对技术的评判。本模块的课

程既需要帮助学生理解数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体系，提升学生适应科技时代

的基本科学素养；也需要通过历史和社会的视野来理解科学和批判技术，使学生

能够从人类发展的高度和全球视野的广度加深对科技的认识，深刻体悟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理念。 

4.教育与心理 

侧重于引导学生探究教育中所存在的规律性的认识，分析学校教育各种现象

的成因、讨论制定针对现有教育难题的对策，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教育工作的性质

及其特色，使其具备现代社会一个卓越教师的潜质。由于各师范专业已另设教师

教育模块，所以本模块作为教育教师模块的拓展，其课程设置特别鼓励教育学、

心理学经典著作的研读和讨论，例如 《<学记>研读》、《<民主主义与教育>研读》



等。 

5.实践与创新 

本模块基本上以非课程的方式开展，不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立项的范围。 

四、通识教育课程的课程类型 

各模块的课程应注意把握广度与深度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平衡、智性与德

性的统一，可以是： 

1. 各学科原有的，最能鲜明地反映本学科特点和思维特质的基础性课程，

既可以是总体性的介绍（如关于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

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也可以是某一专题的介绍（如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法律与公共政策、性别等），但课程内容和安排需要围绕通识教育的理念、

目标进行调整。 

2. 欢迎具有历史深度的相关课程（如哲学史、文学史、音乐史、戏剧史、

经济史、政治思想和制度史、法律史、科学史、教育史、心理学史等），也欢迎

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同时又具有理论性的专题课程（如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

当代全球问题、跨文化交流、公共危机管理、信息时代的教师教育、科学技术及

其思想发展等）。 

3. 通识教育致力于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学习，所以十分乐见更多的对古

今中外的名著进行深度研读的课程，以某人、某作品或某一时代思潮为中心均可

（如《论语》研读、《<孙子兵法>精读》、《红楼梦》赏析、笛卡尔《谈谈方法》

导读、《<物种起源>导读》、《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研读》、《<论法的精神>导读》、

《<量子力学史话>精读》、科学哲学经典名著精读、贝多芬交响乐中的力量等）。 

4. 基于通识教育的综合性、广博性特点，鼓励具有交叉学科特点的课程（如

历史社会学、经济地理学、法律经济学等），而且尤为欢迎各模块的联合课程（如

科技与伦理、法律与文学、物理与文化、纳米科技与生活、药物.生命.社会、社

会心理学、经济生活中的数学等）。两位及以上的来自不同学院、学科的教师合

作开设课程将会是很好的尝试形式，例如《莎士比亚戏剧选读》可以同时由来自

文学院、外文学院、音乐学院以及话剧团等学院和外部文化机构合作开课，将文

学欣赏、英语学习、戏剧表演等不同形式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