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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与专业认证是高等学校发展与变革的两大驱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学生的公

共基础必修课程，是课程思政改革实施的重要阵地。本文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大纲各项指标要

求，通过课程目标达成度实践探索，系统地分析课程目标与学生毕业要求所达到能力的关系，建构课

程思政视域下课程知识点、课程目标、毕业要求、育人四者之间的支撑关系，从而形成科学的课程评

价体系和评价方法，探索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改革之路，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

升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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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re the two driving 

force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 

public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reform.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eaching 

outlin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degree of the curriculum goal 

achieve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iculum goal and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constructs the supporting relationship among curriculum knowledge points, 

curriculum objectives,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nd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us forming a scientific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s, exploring the path of 

curriculum reform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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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认证的开展，推动了学科专业的高质量发展，促

进了学科教学的发展与变革。基于学生毕业需达到的能力要求，

制定教学目标、教学计划和教学设计。以教学目标的达成为导

向，通过分析课程目标达成度，检验教学活动过程中所达成的

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程，是课程思

政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学科和阵地。教育部印发的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其目的是为了培养综合素

质过硬，有家国情怀和文化气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课程的开设，目的就是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在

全面准确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优秀传

统、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现代人文精神、家国情怀，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的

历史文化和发展规律，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本

文通过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目标达成度融合课程思政实

践，把理论知识、价值观念、精神传承融合在一起，构建起新

的育人模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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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目标达成

度评价 

根据学生毕业要求的指标点，制定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

支撑矩阵表，把课程目标进行细化分解，使学生毕业要达到能

力要求量化、可视化。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特点，融

合课程思政育人功能，创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促使课程目

标的实现。通过理清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明确具

体教学内容对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达成的支撑作

用。应用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

兴趣，并在教学中适当丰富教学内容和相关知识，促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课程目标的达成。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及培养目

标的支撑关系 

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在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关联度

矩阵中的地位，将其课程目标具体理解如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大纲明确了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

求，按照课程教学大纲，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应的毕业要

求指标点，完成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毕业要求及培养目标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的目标，表1清晰地展示了课程目标、支撑的毕业要求、支撑的

毕业要求指标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要求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基本特征有初步的、比

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能比较系统地掌握中华传统文化的基

本内容与精神。能够从总体上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

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从而更深刻地了解民族文化的历史与现

状，认识我国的国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目标是培养能沟通、能表达、能书

写，具有家国情怀和文化认同感的人。对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课程目标，设定学生的毕业要求，即学生修完该课程，毕业

拥有沟通表达的能力，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其文化素养。

依据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有计划地实施课程教学，促使课程目

标和毕业要求的实现。 

表1 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3 课程学习活动与评价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了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基础学

科，其课程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博大精深，包涵中国古代的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传统哲学思想、农耕文化、传统礼仪，

传统饮食、书法、文学、雕塑等内容。它给我们阐明了传统文

化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基本文化现象和基本文化规律，是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学习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把握传统文化发展规律，是学习这门课程的基本任

务。课程授课的对像是本科一年级学生，在高中阶段，学生已

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具备了一定的抽

象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但该门课程理论性强、知识点庞

杂、抽象度高，需要学生大量记忆和深刻理解，导致学生学习

该课程难度大，兴趣不高。针对课程内容特点，对具有文化共

性的知识点进行整理归纳、通过视频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化、以

专题的形式重构课程内容，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学科前沿

和 新研究成果充实教学内容，结合生活实际和身边的文化现

象进行教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教学既注重理论学习，又注重学生

的实践创新，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的统一。结合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重点、难点等知识，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

理念，让课堂灵动起来。通过课堂理论教学、学生自主探究、

课堂主题汇报等方式进行学习，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

让学生有自主思考和探索的时间，进一步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

度。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与现状，从根本上把握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和特性，增强自身人文素质，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深入思考，耕植于传统文化，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找到文化的归宿感，理论联系实际，创新创造新

的中华文化。 

表2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学习活动设计表，详细说明

了该课程分解目标对应的各类学习活动及与之对应的具体观测

考评点。学习任务和过程依据课程目标设定，通过教师课堂讲

授、作业、学生实地实践探究、主题汇报等多种形式，以本课

程培养大纲为依据，引导学生掌握课程中重要知识点，拓展课

程相关内容，使学生在理解和掌握基本知识点的前提下，能够

具有灵活应用这些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对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着重培养学生重视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能力，同时结合普通课堂授课和教学视频观看、开展前沿

讲座等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4 课程评价方式与评分标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成绩由两部分构成，即期末考试成

绩（60%）+平时成绩（40%）。其评价方式及评分标准如下： 

根据规定的规范化试卷要求，依据教学大纲，按知识的认

知分级(掌握、熟悉、了解)和教学目标(记忆、理解、分析、应

用)进行考核。教学大纲要求的每个章节的内容都有所涉及，知

识点覆盖率较高，并且基本符合教学大纲中的课时比例，因此

考核能比较全面的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教学中教师的

教学水平和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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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学习活动设计表 

课程目标
学习任务、过程和观测

学习活动 观测点

沟通、表

达、书写；

家国情怀

与文化认

同

讲课 中国传统思想

作业/主题学习 天人和合：儒、释、道主要思想

期末考试 儒家“和”思想的现代意义

讲课 中国传统礼仪

作业/主题学习汇报 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馆藏进行主题学习

期末考试 文创产品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讲课 中国传统服饰

作业/主题学习汇报
瑶绣主题：结合校内贺州瑶族服饰展示馆、

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馆藏进行主题学习汇报

期末考试 瑶绣文化

讲课 中国传统饮食

作业
撰写800字左右的饮食主题相关内容/论文/

心得

期末考试 瑶族生活文化

讲课 中国传统艺术

作业/主题学习汇报
撰写800 字左右的中国画或雕塑相关内容/

论文/心得

期末考试 博物馆里的传统艺术

讲课 中国传统文字与文学

作业/主题学习汇报
贺州方言主题：结合校内贺州语言文化博物

馆进行主题学习汇报

期末考试 贺州方言的传承与保护

讲课 中国传统体育运动

作业 以家乡的民俗体育为主题进行主题学习汇报

期末考试 我国传统民俗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讲课 中国传统习俗与民间技艺

作业
结合校内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馆藏进行主题

学习汇报

期末考试 木偶戏的保护与传承
 

期末考试成绩是考核成绩的主要部分，占60%，形式为开卷

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对中国传统服饰、传统饮食、传统艺术、

传统文字与文学、传统体育运动以及民间技艺的基本知识的掌

握程度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的

理解，运用基本知识分析、解决传统文化相关问题的能力，题

型为论文题。 

平时成绩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出勤，占比40%。课程作业及

课程表现，占比60%。 

5 课程达成度评价结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可用公式进行

量化，通过计算直接反应出课程目标达成度。课程考勤和平时

成绩不计入评价结果，课程目标达成度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式

中n为课程对应目标标注。 

n =总课程目标达成度
 

/
n n0.6 0.24

0.84

× + ×期末考试 作业 主题学习汇报达成度 达成度

 

通过计算，可以直观的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反映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状况，并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根据考核结果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

对于课程目标达成度较低的薄弱环节进行详细具体的分析，不

断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 

6 结语 

课程目标达成度是高校专业认证背景下对高校教学质量的

量化可视化分析，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手段和

方法，高校所有课程都要承担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通过课

程思政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实践探索，

建构起课程思政与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关系，推动知识传播与育

人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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