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溆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国学经典》课程标准 
一、课程开发背景 

国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五千年文明史的积淀,是我

们的精神家园，其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健康向上的道德教育元素、做人原则、处世态度、民

族精神、价值取向和传统技艺，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国学的精神层面与现在

人的精神层面比较，所传达的是心灵的关怀，是启迪良知，明心见性。学习国学，我们会有

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灵体验，你会拥有更深邃的眼光和更深沉的情感，坚定中国人文化自信。 

二、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我校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程，是在中等职业学校思政课程基础上，结合本地特色

开展的思政补充课程，是为了更好地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本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以培育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为主导，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

念和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促进学生优良性格养成健全人格，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 人才。该课程与

主题思政课，与学校其他教育教学活动相互配合，与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共同承担思想政

教育立德树人的任务。  

该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紧密结合社会实践和学生实际，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通过课堂教学、晨

读晚诵、各类国学各类活动等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传统美德教育，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思考、

合作探讨，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理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和要求，培育传承美德、

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公共参与、等核心素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课程目标 

（一）学科核心素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中等职业学校 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所规定的 1.政

治认同 2.职业精神 3. 法治意识 4. 健全人格 5. 健全人格 6. 公共参与 的基础上增

加 7、传承文明。 

（二）课程目标 

1、知识性目标 

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国学经典，认识国学经典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技能性目标 

（1）学生掌握主题式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会朗读和诵读，乐于背诵积累国学经典精粹

篇章，增强文化底蕴， 滋养语文素养。 

（2）形成一定的收集、整理、传播、交流、运用信息的能力； 

（3）学生具备一定的与人和谐共处的能力，普通话交际能力。 

3、体验性目标 

（1）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逐步建立良好的道德心理机制； 

（2）欣赏并感受国学经典精髓的自然美、人文美，提高语言审美鉴赏力； 

（3）激发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体会国学经典文化的博大精深，提升人文素养。 

四、课程内容及结构 

《国学经典读本（学生版）》遵循去芜存菁、古为今用、吟咏诵读、循序渐进、突出特

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等原则，精选适合中学生成长需要的，学生能够接受的，既便于学

习又适合反复诵读的具有“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原创性典籍。课本分为五个单元，

即蒙学之养、民族之魂、励志修身、诚信立人、湖湘文化共二十四课和附录文选，按照螺旋

上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安排课程内容，每个课基本包含经典介绍、章句节选及

参考译文、经典相关典故、课后练习等四个部分，并考虑诵读必须都加注拼音。全部课程共

分 1个学年。每学期 20课时，每周均为 1课时，一学年 40课时。 

五、课程的实施 

（一）课程实施对象：全校一年级学生。 

（二）把握主题式教学实施要点 

课本确立了养成教育、爱国教育、修身励志、诚信做人、湖湘风骨、溆浦精神六个主题

并贯彻到教学内容和教学实践中去，要求教学设计整体化。 

课型结构的整体性。课型结构必须具有整体性，一个单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教学整体。

教师进行适度地讲授、引导，主要由学生在诵读中一个单元所阐述的德育主旨，让学生在读

中领悟、研讨，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国学教化，从而德有所增学有所获。 

教学过程的整体性。一篇课文的教学是一个整体，教师要以非常投入的诵读来带动学生，

从一篇课文的整体出发，安排教学结构，读出感情读出韵味读出思想，把系统的而不是孤立

的、完整的而不是分散的国学知识思想传授给学生，使之表现出强大的整体功能。 

教学过程的主题性。在国学经典主题式教学设计中，更为强调的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

动过程中的互为主体性，这种辩证统一性决定了其“双适应双发展”的目标假设。 

教程学程的整合性。国学经典主题式教学课程要求在设计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教师的“教”

的设计，还要关注学生的“学”的设计，特别是关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的交

互作用的设计。 

（三）教学方式：1.朗读背诵式 2.体会讲读式 3.美吟诵读式 4.吸收表达式 5、故事讲



述式。 

六、课程质量评价 

1.评价方式 

量化评价：学生每学一个主题都有相应的学习单元，如：作业本，班级综合记录表，诵

读活动表现评分，表现学习收获或体会的作品，所收集的与主题相关的资料，学习任务的完

成情况采用量化评分。 

定性评价：活动中的言谈、举止、态度，与人交往、合作的技能等由班主任、家长和班

级两会定性评份，分待合格、合格、良好、优秀四个等级。（结合问卷调查表计分结果） 

2.反思性评价工具举例 

姓

名 

1、 我学习本课程后收获：                 

                                    

                             

                               

2、课外阅读的经典有       

                         

                        

3、我摘录的经典名句

有           字 

 

1、我会背诵优秀诗文     篇

（段）， 

2、我最喜欢的是                       

                                

                                    

3、自己具有的美德有          

                              

                              

4、自己不具备需要拥有的美德有 

1、我每天看的阅读的内容

有：                    

                                     

2、我收藏的经典资料有：              

                               

                           

3、我的古文字阅读能力  

                         

                           

 

班

级 

 

 

3.评价结果呈现方式及运用 

期末采取诵读展示评比、适量现场测试等多种表现性评价方式，结合过程性评价，得出

综合评定结果，结果分为：优、良、合格、待合格，并给出描述性评语，记录在学生综合素

质报告单中。 

4、参与评定人员：国学经典任课教师，班主任及其他科任教师，班委会和家长。 

 

国学经典在偏远农村中职德育育人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组 

2020 年 1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