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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专业导论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课程编码 232610101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无 修读学期 1 

课程类别 专业学科基础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0.5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8学时（理论学时 8，实践学时 0 ）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学科专业基础课程。设立该课程，旨在引导

学生对本专业进行一个宏观层面的把握，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了解文化产业管理的发展历程，对整个专业学习有一个基本认知，培养

学生的大局学习观和专业素养。 

2.站在宏观的角度，获得并掌握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现状、文化产业

核心领域、新兴业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3.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本专业学生所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予以客

观又充满激励的回答，助力学生树立学好本专业的信心。同时，引导学生要试

着去分析解决专业学习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自觉学习和检索信息的能

力，提升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学习该课程，学生获得文化产业整体现状、核心领域、新兴

业态、专业建设发展历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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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信息时代知识推陈出新的周期不断缩短，需要学生不断更新

信息，整合新信息，更新知识储备，加之社会发展的紧迫感，通过该课程的学

习，学生具有信息检索与信息整合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毕业要求 2：学科知

识】 

课程目标 3：学习“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今存在问题及后努力的方向”“人才

培养方案”等内容，要培养学生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毕业要求 2：学

科知识】 

课程目标 4：学习该课程，学生具有专业学习的大局观，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热爱专业学习，对专业未来充满向往，具有创新未来的勇气，

奋发有为，做有志向青年。【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2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 2 

第三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讨论法 2 

第四章 课程目标 3/4 
讲授法、案例法 

启发式教学法 
2 

合计  8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整体概况 

【学习目标】 

1.叙述文化产业整体现状 

2.叙述细分领域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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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新兴业态—新媒体发展现状与前景 

【课程内容】 

1.文化产业整体现状（保持较快增长、总量明显增加、新业态发展迅速、

旅游产业增势迅猛） 

2.细分领域发展现状（电视、电影、演艺、音乐、游戏网络、动漫、新闻

出版、会展行业、广告行业） 

3.新兴业态—新媒体发展现状与前景（直播、短视频、VR行业、在线教育

等）  

【重点、难点】 

1.重点：细分领域发展现状；新兴业态—新媒体 

2.难点：新兴业态—新媒体 

【教学方法】 

1.讲授法与案例法相结合   结合具体案例，简要讲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

整体现状，详细讲解我国细分领域发展现状，重点讲解新兴业态—新媒体发展

现状并分析其发展前景。 

2.讨论法 老师提出问题，如对于新兴业态—新媒体对文化产业发展所做的

贡献，引导学生进行讨论，老师做总结。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 

【复习与思考】 

1.新兴业态的市场前景。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二章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发展历程 

【学习目标】 

1.描述“文化产业管理”专业遍地开花 

2.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的四大特征 

【课程内容】 

1.“文化产业管理”专业遍地开花 

2.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的四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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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的四大特征 

2.难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的四大特征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与案例法相结合   结合具体案例，讲解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

业的设置情况，详细讲解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的四大特征。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 

【复习与思考】 

1.文化产业管理专业需要与其他专业进行交叉融合，在学习中如何处理。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三章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现状 

【学习目标】 

1.解释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 

2.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努力方向 

【课程内容】 

1.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 

2.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努力方向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努力方向 

2.难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努力方向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   结合具体案例，讲解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建设存在的问题，详细讲解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努力方向，并提出问题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有哪些好的方法，引发学生讨论，老师加以引导。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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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 

1.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努力方向。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四章 晋中学院文管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方案解析 

【学习目标】 

1.描述晋中学院文管专业设置情况 

2.分析晋中学院文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解析 

3.分析就业前景与考研情况 

【课程内容】 

1.晋中学院文管专业设置情况 

2.晋中学院文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解析 

3.就业前景与考研情况 

【重点、难点】 

1.重点：晋中学院文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解析；就业前景与考研情况 

2.难点：晋中学院文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解析；就业前景与考研情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简要讲解我校文管专业设置情况，重点讲解我校文管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尤其是课程体系。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相结合  对于就业前景与考研情况，主要以已毕

业学生的就业情况和考研情况展开举例讲解，启发学生思考自己未来的就业方

向。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 

【复习与思考】 

1.如何规划大学专业课程学习。 

2.毕业后的就业方向。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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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教学安排 

分组带领学生参观非遗博物馆。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另外，还有技能考核。 

期末考核采用考查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测试（作业）、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测试（作业）、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技能考核 

课程目标 4 专业素养：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技能考核 

七、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50%+课堂笔记×

20%（其中卷面成绩不低于 50分，低于 50分者，总成绩视为不及格。）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课堂参与：记录完全参与、不完全参与、不参与等情况，酌情计分。 

      （参与迟到扣 3 分/次，请假不参与扣 5/次，无故不参与扣 10 分/

次） 

3.课堂笔记 

4.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查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专业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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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完 全 参 与 满

分，有假条请

假不参与酌情

扣分 

参与迟到次数

超过 4 次或请

假次数超过 3

次  

无故不参与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不参与 2

次，有迟到或

请假次数适中 

无故不参与 3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多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 (第三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张胜冰等. 世界文化产业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叶朗、向勇等. 文化产业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2～2023）：

中国文化产业新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十、课程学习建议 

建议学生关注国内外文化产业的发展，查阅国内外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基本情况，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历程，结合本校专业课程学习，做一个四年专业

学习规划。 

 



 

 9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管理学原理》课程大纲 
 

 

 

 

 

 

 

晋中学院文化产业院（系） 

2024 年 8月



 

 10 

《管理学原理》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 of Management 

课程编码 232610102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无 修读学期 1 

课程类别 学科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52学时（理论学时 52，实践学时 0 ） 

执笔人 仇兵奎 审核人  

二、课程简介 

《管理学原理》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必修的一门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本课

程是研究人类管理活动一般规律的科学。以各项管理普遍适用的原理与方法为

研究内容，以一般管理过程的各项职能为框架，全面介绍管理的基本知识、基

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一

步学习专业课和日后的实际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使学生对管理、管理者、管理科学等形成系统认知，围绕现代管理的基

本原理、一般方法、管理技术等知识，构建自身的科学管理理念。 

2.通过学习和理解国内外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管理机构、文化企业处在不同情境下的管理实践提供指导，思

考当前我国文化类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促使学生提高管理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培养学生独立完成文化企业研究的能力，提升学生在学习工作中的人际沟

通修养。 

 

三、课程目标 



 

 11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对管理、管理者、管理科学形成系统认识，具备管理学的基

本原理、基本方法及管理思想的发展等学科基础知识。【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2：能够正确理解所学理论知识，具有文化产品创意、策划、开

发与市场营销岗位的基本操作技能和专业素养。【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3：具备运用管理学知识进行个案分析的能力，具备文化产品创

意设计、策划与营销的能力，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毕业要求 2：

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 4：具备文化产品创意、策划、开发与市场营销等管理中的人际

交往与沟通能力。具备文化产品创意、策划、开发与市场营销管理中的计划、

决策、人员配备及互联网时代文化产品设计、策划、开发与市场营销的创新与

变革能力，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完成相关管理工作。【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3-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管理的内涵与本质 课程目标 1/2 讲授 2 

管理理论的历史演变 课程目标 1/2 讲授 6 

决策与决策过程 课程目标 1/2 讲授 4 

环境分析与理性决策 课程目标 2/3 讲授 3 

决策的实施与调整 课程目标 2/3 讲授 3 

组织设计 课程目标 3/4 讲授 4 

人员配备 课程目标 2/4 讲授 3 

组织文化 课程目标 3 讲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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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一般理论 课程目标 3/4 讲授 4 

激励 课程目标 3/4 讲授 3 

沟通 课程目标 2/4 讲授 3 

控制的类型与过程 课程目标 2/3/4 讲授 3 

控制的方法与技术 课程目标 2/3/4 讲授 3 

风险控制与危机管理 课程目标 2/3/4 讲授 3 

创新原理 课程目标 2/3/4 讲授 3 

组织创新 课程目标 2/3/4 讲授 3 

合计  5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管理的内涵与本质 

【学习目标】 

1.准确阐释组织和管理概念 

2.明晰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3.准确界定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课程内容】 

1.管理的内涵与本质 

2.管理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3.管理活动的时代背景 

【重点、难点】 

1.重点：管理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 

2.难点：管理的本质。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讨论“如何提升文化企业管理的效率和成效？”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管理者与非管理者有何不同。 

2.为什么管理者对组织而言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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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率和成效有什么区别。 

4.你的课程老师是管理者吗？讨论管理职能、管理角色和管理技能。 

5.为什么管理者关注顾客很重要。 

6.学习管理的原因哪一个对你最重要，为什么？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3.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二章  管理理论的历史演变 

【学习目标】 

1.科学辨析古典方法中的各种理论 

2.准确阐释行为方法的使用和发展 

3.合理使用描述定量方法 

【课程内容】 

1.早期的管理 

2.古典方法：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 

3.行为方法：组织行为学 

4.定量方法 

5.当代方法：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 

【重点、难点】 

1.重点：主要管理理论的分类。 

2.难点：各理论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主要观点、先进性及局限性。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科学管理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吗？选择一项自己经常

做的工作（如洗衣服，做饭，复习，去超市等）， 通过写下完成这项工作

的步骤来分析它。看看是否有些活动可以合并或删减。找到做这项工作的

“最好方式”。下次做这项工作时，尝试科学管理的方式，看是否变得更有

效率。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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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官僚组织？官僚组织今天还存在吗？ 

2.组织行为学方法的早期倡导者对我们理解管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3.解释定量方法对管理学的贡献。 

4.描述全面质量管理。 

5.技术如何影响管理者在今天的工作场所使用量化方法？ 

6.系统方法和权变方法如何使得管理者更加胜任工作？ 

7.社会趋势如何影响管理实践？对学习管理学的人有何启示？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三章  决策与决策过程 

【学习目标】 

1.能阐释决策的概念和要素 

2.构建决策的类型图，可以准确描述其特征 

3.围绕决策的过程，可以实证分析决策案例 

4.清晰辨析决策的影响因素 

【课程内容】 

1.决策的概念、要素、功能和任务 

2.决策的类型和特征 

3.决策过程与影响因素 

【重点、难点】 

1.重点：决策过程的步骤。 

2.难点：不确定性情境下决策方案的选择准则。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以决策过程为指导，描述自己某一决策的制定。谈论在这个过

程中，你会做什么来改善你的决策？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理解决策？决策有哪些基本特征？ 

2.请描述决策的制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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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用实例说明不同的决策类型及其异同之处。 

4.请阐述当前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及趋势。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四章  环境分析与理性决策 

【学习目标】 

1.准确辨析组织的环境结构及其要素 

2.结合自身决策事例，阐释理性决策的要求与限制 

3.准确阐述提高决策理性及正确程度的方法 

【课程内容】 

1.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机会评价框架 

2.一般环境、具体环境和组织内部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3.PEST、SWOT等环境分析工具 

4.理性决策理论，环境不确定性评估模型，活动方案生成方法；决策树技

术 

【重点、难点】 

1.重点：PEST、SWOT等环境分析工具。 

2.难点：决策树技术。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分组讨论如何发展环境扫描技能。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理解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2.环境分析有哪些主要方法？如何应用？ 

3.决策方案生成的主要方法。 

4.学会使用决策树方法评价具体的决策方案，使用帝豪斯的机会评价框架

评价一个创新或创业机会。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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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五章  决策的实施与调整 

【学习目标】 

1.准确阐释决策的计划制定的过程与方法 

2.构建推进计划的流程，清晰辨别推进计划的方法间的差异 

3.结合自身实践，准确阐释和应用决策追踪与调整的程序及方法 

【课程内容】 

1.实施决策的计划制定 

2.推进计划的流程和方法 

3.决策追踪与调整 

【重点、难点】 

1.重点：计划编制过程。 

2.难点：计划评审技术。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分组结合自己的学习计划进行讨论，分析其制定和推进过程与

方法。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理解计划与决策的关系？ 

2.请用实例说明计划的类型有哪些？ 

3.请解析目标管理的过程。 

4.PDCA循环的基本主张是什么？请结合管理实例来解析 PDCA循环过程。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六章  组织设计 

【学习目标】 

1.清晰界定组织设计的六项要素 

2.准确辨析机械式结构和有机式结构的内涵 

3.准确阐释出为灵活性而进行的组织设计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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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1.组织设计的六要素 

2.机械式结构 

3.权变因素 

4.传统组织设计 

5.为灵活性而进行的组织设计 

【重点、难点】 

1.重点：几种组织结构的优缺点。 

2.难点：权变因素对组织结构选择的影响机制。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你更愿意在一个机械式组织还是有机式组织中工作。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机械式组织和有机式组织具有哪些特点？影响组织设计的因素有哪些？ 

2.组织层级和管理幅度的关系是什么？ 

3.各种组织结构的优缺点是什么？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七章  人员匹配 

【学习目标】 

1.清晰阐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及人力资源管理过程 

2.准确辨析影响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外部因素 

3.构建留住胜任的高绩效员工的策略 

【课程内容】 

1.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2.影响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外部因素 

3.识别和甄选合格员工 

4.向员工提供技能和知识 

5.留住胜任的高绩效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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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职业生涯发展 

7.当代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重点、难点】 

1.重点：人员选聘与人员培训的主要方法及各自的优缺点。 

2.难点：绩效考评的方法和程序。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终生学习对于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讨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2.讨论最直接影响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外部因素。 

3.请描述不同的甄选工具，以及哪种工具最适用于哪些工作。 

4.真实工作预览有什么优缺点？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八章  组织文化 

【学习目标】 

1.围绕组织文化的内涵，准确界定其分类及特征 

2.准确阐释组织文化的影响因素 

3.清晰界定组织文化的构成及功能 

【课程内容】 

1.组织文化的内涵及分类 

2.组织文化的影响因素 

3.组织文化的构成 

4.组织文化的功能 

5.组织文化的塑造 

【重点、难点】 

1.重点：组织文化的塑造过程。 

2.难点：组织文化的内涵。 



 

 19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使用组织文化的维度描述班级文化。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文化可能对组织不利吗？ 

2.讨论强文化对组织和管理的影响。 

3.讨论员工学习组织文化的四种方式。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九章  领导的一般理论 

【学习目标】 

1.准确阐述领导的内涵和特征 

2.准确阐释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者角色理论 

3.结合自身理解，分析如何成为更好的领导者 

【课程内容】 

1.领导的内涵与特征 

2.领导者理论 

3.领导与被领导者 

【重点、难点】 

1.重点：领导行为理论。 

2.难点：情景领导模型。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讨论在不同情景下的领导者的素质要求。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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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是如何理解“领导”这一管理术语的？为什么？ 

2. 简述领导和管理的异同。 

3. 简述领导者权力体系的来源及构成。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十章  激励 

【学习目标】 

1.清晰阐述基本的激励理论 

2.围绕基本激励方法的内涵和含义，可以合理运用 

【课程内容】 

1.激励机理 

2.激励理论 

3.常用的激励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行为强化理论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2.难点：过程激励理论。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讨论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激励事项，并讨论其所涉及的方法。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激励有哪些特征？试作简单说明。 

2.不同激励方式在管理实践中有哪些优缺点？ 

3.如何提高激励在管理实践中的作用？试举例说明。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十一章  沟通 

【学习目标】 

1.清晰界定沟通的本质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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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阐释沟通过程的内涵 

3.准确辨析沟通在组织中实现最有效的传达方式 

【课程内容】 

1.沟通及沟通类型 

2.沟通障碍及其克服 

3.冲突及其管理 

【重点、难点】 

1.重点：沟通过程模型。 

2.难点：冲突管理的策略。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举例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并阐释自己如何解决。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怎么理解沟通及其功能？试结合生活实例对沟通过程进行分析说明。 

2.怎样理解沟通的作用？思考不同的沟通方式适用于何种工作情境。 

3.沟通中的障碍有哪些？噪声是如何影响沟通效率的？ 

4.冲突对组织有哪些影响？思考如何在冲突中高效地沟通。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十二章  控制的类型与过程 

【学习目标】 

1.准确阐释控制的内涵与过程 

2.构建出控制的类型图 

【课程内容】 

1.控制的内涵 

2.控制的系统 

3.不同的控制类型 

4.控制的过程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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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控制的系统。 

2.难点：控制的过程。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不同控制类型间的差异。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企业进行管理控制的目的有哪些？ 

2.根据控制的集权程度，控制可以分为哪几种？试比较其特点。 

3.简述控制的基本过程及相应的注意事项。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十三章  控制的方法与技术 

【学习目标】 

1.清晰辨析层级控制、市场控制与团体控制的基本内涵 

2.合理利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 

3.明晰基本的现代控制的信息技术方法 

【课程内容】 

1.层级控制、市场控制与团体控制 

2.质量控制方法 

3.管理控制的信息技术及其应用 

【重点、难点】 

1.重点：质量控制方法。 

2.难点：管理控制的信息技术。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六西格玛管理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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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预算控制、审计控制和财务控制有何区别？各有何优点和缺点？ 

2.简述全面质量管理的内涵与实施原则。 

3.简述六西格玛管理的内涵与原则。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十四章  风险控制与危机管理 

【学习目标】 

1.准确阐述风险的识别与分析方法 

2.清晰界定风险评估的基本方法与控制策略 

3.准确阐释危机的内涵及其管理思路 

【课程内容】 

1.风险识别与分析 

2.风险管理的目标，风险评估的标准与控制 

3.危机管理 

【重点、难点】 

1.重点：风险控制的过程和主要方法。 

2.难点：风险控制的策略。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基于新冠疫情，讨论危机管理的价值及重点。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简述风险的内涵与基本分类。 

2.试分析说明风险管理的基本目标。 

3.试举例说明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估的不同方法。 

4.简要说明风险控制的不同策略。 

5.简要分析危机预警、危机反应与恢复管理的基本内容。 

【学习资源】 



 

 24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十五章  创新原理 

【学习目标】 

1.清晰阐述创新的定义和内涵 

2.熟练利用创新评估方法和技术 

3.准确阐释创新管理决策与创新领导的内涵 

【课程内容】 

1.组织管理的创新职能 

2.管理创新的类型与基本内容 

3.创新过程及其管理 

【重点、难点】 

1.重点：创新管理决策。 

2.难点：创新评估方法和技术。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围绕国家创新战略，讨论创新管理的价值。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管理创新的内涵是什么？它与操作创新的区别是什么？ 

2.管理维持工作与创新工作间关系如何？ 

3.为什么说管理创新是一个独立的管理职能？ 

4.有效管理创新工作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5.如何做好创新决策？如何做好创新活动的评估与审计？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第十六章  组织创新 

【学习目标】 

1.清晰阐述勒温的组织变革理论，组织学习和组织修炼的基本观点 

2.准确辨析制度结构创新、层级结构创新、文化结构创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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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1.组织变革与创新 

2.组织结构创新 

3.创新与学习型组织 

【重点、难点】 

1.重点：组织学习和组织修炼的基本观点。 

2.难点：制度结构创新。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学习型组织的构建过程。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组织常见的变革障碍有哪些？它们是怎样影响组织创新的？ 

2.在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如何才能做好组织结构调整？ 

3.如何才能将组织打造成为学习型组织？ 

【学习资源】 

1.学习强国《管理学原理》视频学习。 

2.《管理学原理》马工程教材自测习题。 

五、实践教学安排 

以文化管理机构、文化企业等相关组织实际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作为案例，

通过以小组讨论为主要形式的课堂讨论，提高学生对于管理学知识的实践运用

能力。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60 %）。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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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30% 团队合作、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综合专业素养：10% 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八、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管理学原理》）。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40%）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简单思

考，互动时有

一定自主性。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没有互动。 

2 
作业完成情况 

（60%）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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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管理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8 是  

九、主要参考书目 

[1]苏勇.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精粹.北京：企业管理出版

社.2016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 

[4]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5]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史（第 7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6]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八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 

[7]斯蒂芬·罗宾斯等.管理学(第 1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3-5天时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充分利用网络文献资源，主动查阅相关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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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中国文化史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课程编码 232610103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史 修读学期 2 

课程类别 学科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4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64学时（理论学时 64，实践学时 0 ）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学科专业基础课，是山西省“课程思政”教

育教学改革的试点课程，是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是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的具体落实，更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通过本课程

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掌握我国传统文化知识，把握其历史发展脉络，形成专业知识体系和整

体认知系统。  

2.引导学生对现代文化现象进行有益思考，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考、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人际交往与沟通的能力、自我提升思想与道德素

质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3.领悟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培养学生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知行合一的良好品格，做一个具有强烈社

会责任感、新时代精神气象、有真正文化底蕴的人。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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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获得关于历史学、考古学、伦理学、哲

学、美学、宗教学、艺术学、文学等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增加学生的人文知

识储备，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完整认知，

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未来工作夯实基础。【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2：通过对诸子思想、汉文化对秦楚文化的继承、二重证据法、

玄学与魏晋风度、理学、启蒙新声等课程内容的认知学习，培养学生具备运用

辩证思维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帝国文化的固

守和外拓、南北文化的差异与整合、隋唐盛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耶稣会士来

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郑和七下西洋与“迁海令”等课程内容，促使学生认识

到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文化之间、思想之间交流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具备良好

的人际交往与语言沟通的能力。【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3：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积极向上的

审美情趣，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和文化创新观，养成持续学习的习惯，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身体健康、心理健全，具备终身学习的理念，

具有良好的自主学习意识和终身学习意识，不断提升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和个人的可持续发展。【毕业要求 1：品德修养】 

课程目标 4：学习历史文化名人的思想、学识、优秀品质和事迹，与名人

心灵对话，促使学生领悟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培养学生好学求实、诚实守信、

追求真理的精神，崇尚真善美，助力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四有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文化自信，培养学生具有较强

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育学生具有家国情怀和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毕业

要求 1：品德修养】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1：品德修养 1.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1：品德修养 1.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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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4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 讨

论法 
4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2/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4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案例法 4 

第四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实物法、故事教

学法、角色扮演法 
12 

第五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讨论法、启发式

教学法 案例法 
12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故事教学法 8 

第七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故事教学法 

比赛教学法 
8 

第八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案例法 4 

第九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 4 

第十章 课程目标 1/2/4 讲授法、案例法 4 

合计  64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中国文化概述 

【学习目标】 

1.辨认释“中国”、释“中华民族”、释“文化”·“文明”的基本概念 

2.描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3.分析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4.总结中国文化的特质及世界地位 

5.分析中国文化史分期 

【课程内容】 

1.释“中国”、释“中华民族”、释“文化”·“文明” 

2.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3.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4.中国文化的特质及世界地位 

5.中国文化史分期 

【重点、难点】 

1.重点：释“中国”、释“中华民族”释“文化”·“文明” 

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世界地位  

2.难点：释“文化”·“文明”；中国文化史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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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清楚关于中国、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等基本概念等理论

知识，并对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结合  对于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特质、文化史

分期等内容，老师举例讲解，启发学生也举例，并启发学生去思考中国文化的

世界地位，思考中国文化史分期的依据，老师加以引导与评价。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课堂推荐书目，阅读并撰写感悟，养成读书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中国”一词的本义、引申义及现代义。 

2.“文化”的本质内涵以及分类。 

3.中国文化的特质及世界影响。 

4.中国文化史发生过哪几次转折，主要内容。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3.推荐阅读书目，并将电子版上传到手机学习通。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葛兆光，中华书局 2011

年。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发祥 

【学习目标】 

1.分析中国人的起源 

2.描述原始农业与畜牧业 

3.解释初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4.归纳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课程内容】 

1.中国人的起源 

2.原始农业与畜牧业 

3.初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4.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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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1.重点：初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2.难点：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石器文化的代表性人群的基本特征，旧石器时代文化与新

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区别，详细讲解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重点讲解原

始宗教、原始文化，以及儒家的黄金时代等基本知识。 

2.案例法与讨论法结合  举例讲解旧石器时代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

的区别等内容，并提出问题如如何钻木取火，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再如原始宗

教产生的原因、“大同”理想社会——“黄金圣世”产生的背景及影响，老师引

导学生展开讨论，老师加以引导与评价。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原始宗教的内容。 

2.儒家关于“黄金圣世”的理想描述。 

3.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差异。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三章 青铜时代 

【学习目标】 

1.描述文明的初现（标志） 

2.分析青铜器及三代的物质文明 

3.叙述文字的早期形态 

4.分析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5.阐述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课程内容】 

1.文明的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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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铜器及三代的物质文明 

3.文字的早期形态 

4.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5.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重点、难点】 

1.重点：青铜器及三代的物质文明；文字的早期形态 

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2.难点：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文明的标志、青铜器的价值、文字的早期形态等知识，详

细讲解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重点讲解青铜器的类型、甲骨文和金文、

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等内容。 

2.案例法：对于青铜器的类型、甲骨文和金文、三代的天命观念等内容，

多从案例讲解，并配合短视频等手段。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青铜器文化认知与赏析专题，要求学生根据分类，整理具有代表性的青

铜器，简要说明朝代、名称、用途，并配图。上传学习通，分享与交流。 

【复习与思考】 

1.文明起源的标志，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而不是一源的原因。 

2.中国早起文字的形态。 

3.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类别及其特点。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四章 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 

【学习目标】 

1.指明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 

2.分析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3.分析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4.描述出土简帛与先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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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结尊君重民的政治伦理 

6.归纳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 

【课程内容】 

1.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 

2.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3.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4.出土简帛与先秦学术 

5.尊君重民的政治伦理 

6.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 

【重点、难点】 

1.重点：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尊君重民的政治

伦理；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 

2.难点：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教学方法】 

1.讲授法与故事教学法结合  讲解清楚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等背景内

容，便于学生理解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等重要内容，

并且，这两部分内容做重要讲解，对于先秦诸子（孔子、孟子、荀子、老子、

庄子、韩非子、墨子等），采用故事教学法对人物进行讲解，如孟子思想中浩然

正气的养成，通过孟母三迁、牛山之牧、以礼待人等故事穿插讲授；庄子的齐

物论思想通过枯鱼之肆、曳尾涂中、濠梁之辩、鼓盆而歌、朝三暮四、庄周梦

蝶等寓言故事以及结合教师自身经历展开讲解；对于出土简帛与先秦学术之间

的关联做简要讲解，对尊君重民的政治伦理和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等内容仍做

重点讲解。 

2.角色扮演法与实物法结合 

百家争鸣部分内容的学习采用了角色扮演教学法，以文化某班学生为具体

实施对象，要求学生以诸子为榜样进行角色扮演，并在 OBE 理念指导下进行了

反向设计，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预期效果。一是让学生内化课堂所讲的诸子思想知识；二是通过代

入角色让学生零距离感受古代名人的品格力量与人格魅力，践行于日常学习生

活中。 

第二，实施方式。要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即

要求学生主要从儒、墨、道、法等诸子学说代表人物中选择角色进行扮演。 

第三，布置与实施。要求该班学生分组讨论角色的选取，查阅资料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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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扮演剧本的任务；每组扮演的人数和形式不限，可利用 PPT 或短视频或自

制道具等手段辅助；扮演时间每组约 15分钟，地点为智慧实训室；展演前，将

剧本、PPT和短视频等资料全部上传到手机学习通 APP，方便全班共享学习资料。 

第四，效果评价。改变了单纯由教师评价的方式，加入了组间互评，利用

学习通 APP设定评分比重，组间互评占比 30%，教师评价占比 70%，并制定了不

同的评分标准。经过综合评价，每个小组得分均在 90分以上，达到了预期学习

效果。学生不仅理解掌握了先秦诸子的基本思想，并且有所拓展与发挥，而且

他们的多种实践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如语言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小组合

作能力等均高于日常课堂之表现，还获得了良好的情感与价值体验。 

最后，持续改进。虽然达到了预期效果，但也存在扮演过程中部分学生未

能完全进入状态等不足，由教师总结采用角色扮演在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

提出改进建议，优化角色扮演教学方法，提升课堂效率。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先秦诸子各家的理念与区别。 

2.中国早期知识人从巫史到士人的转变。 

3.先秦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五章 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统 

【学习目标】 

1.回忆专制帝国的文化模式，解释汉文化对秦、楚文化的继承 

2.分析秦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解释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 

3.叙述帝国文化的固守和外拓 

4.分析佛教传入和道教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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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结文史创作和科技成就 

【课程内容】 

1.专制帝国的文化模式、汉文化对秦、楚文化的继承 

2.秦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 

3.帝国文化的固守和外拓 

4.佛教传入（含第五章佛教华化内容）和道教创立 

5.文史创作和科技成就 

【重点、难点】 

1.重点：专制帝国的文化模式；秦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与经今古

文之争；佛教传入和道教创立 

2.难点：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佛教传入和道教创立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讨论法与启发式教学法相结合  详细讲解专制帝国的文化模式

和汉文化对秦、楚文化的继承等内容，在此基础上，老师提出问题“汉承秦制

的说法是否准确”，学生进行讨论，并且，老师启发学生去思考“汉承秦制的说

法不够准确的原因和表现有哪些”，老师引导并总结。 

2.讲授法与案例法相结合  结合具体案例，详细讲授秦汉帝国的国家意识

形态、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佛教和道教、文史创作和科技成就等内容。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何谓“大一统”。 

2.汉文化如何继承秦文化与楚文化。 

3.经学的内涵及其内部冲突。 

4.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 

5.道教的文化渊源。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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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胡汉、中印文化的融合 

【学习目标】 

1.指明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 

2.分析玄学与魏晋风度 

3.分析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南、北文化的差异与整合 

4.阐述隋唐盛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5.总结科举制度，文史自觉 

【课程内容】 

1.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 

2.玄学与魏晋风度 

3.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南、北文化的差异与整合 

4.隋唐盛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5.科举制度，文史自觉 

【重点、难点】 

1. 重点：玄学与魏晋风度；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 

隋唐盛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2.难点：玄学与魏晋风度；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与故事教学法相结合  讲解清楚魏晋之际文化变革的背景，重点讲

解玄学与魏晋风度，对于魏晋名士（何宴、王弼、竹林七贤等）部分的讲解则

以人物故事为主，通过何晏空谈与吃药（“五石散”），阮籍的青白眼、为酒蔑视

权势等故事讲解来探讨魏晋名士内心的真实状态，同时将故事穿插到科举制度

和文史自觉的内容讲解中。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魏晋之际中国文化在哪些方面出现了转变。 

2.何谓玄学，玄学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3.举例说明何谓魏晋风度？ 

4.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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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6.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史自觉的时代。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七章 近古文化的定型 

【学习目标】 

1.分析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2.分析与总结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 

3.阐述文化的雅化，俗文化的展开 

4.总结文官政治的确立，文化中心的南移 

【课程内容】 

1.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2.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含第八章理学的嬗变） 

3.文化的雅化，俗文化的展开 

4.文官政治的确立，文化中心的南移 

【重点、难点】 

1.重点：唐中叶的文化转折关键人物及思想；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

（含第八章理学的嬗变）；文化的雅化；俗文化的展开；文官政治

的确立 

2.难点：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含第八章理学的嬗变） 

【教学方法】 

1.讲授法与故事教学法相结合  讲解唐中叶的文化转折的背景及关键人物，

重点讲解新儒学——理学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以及文官政治的特征和实际影响，

文化中心的南移的原因。对于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

渊、王守仁等理学家的讲解多以故事的形式展开。 

2.比赛教学法  文化的雅化——宋诗、宋词、文人画、书院，采用全班分

组比赛的方法进行，由老师组织，分类进行比赛，具体：老师出题目，各组抢

答，答对即得分，每答对一次得 10分，答错不得分也不扣分，各类项目得分的

总分为各组的比赛成绩。最后，根据各组表现，老师给予不同的奖励。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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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宋词等基础知识要有积累。 

【复习与思考】 

1.中国文化出现第三次转折的契机。 

2.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主要思想内容。 

3.两宋文官政治的特征和实际影响。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八章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学习目标】 

1.解释辽、夏、金、元：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2.分析与总结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3.分析与总结元曲的兴盛，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课程内容】 

1.辽、夏、金、元：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2.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3.元曲的兴盛，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重点、难点】 

1.重点：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元曲的兴盛；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2.难点：辽、夏、金、元：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与案例法相结合  讲解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的基本理论，结合

具体案例，重点讲解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表现、元曲及四大家、领先世

界的科技成就等内容，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忽必烈实行汉化政策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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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曲独特的艺术形式及其文化史地位。 

3.元代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4.宋元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九章 晚期帝国文化 

【学习目标】 

1.分析古典文化的集成，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 

2.分析启蒙新声 

3.叙述耶稣会士来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郑和七下西洋与“迁海令”； 

4.分类学习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 

【课程内容】 

1.古典文化的集成，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 

2.启蒙新声 

3.耶稣会士来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郑和七下西洋与“迁海令” 

4.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 

【重点、难点】 

1.重点：古典文化的集成；启蒙新声；耶稣会士来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 

         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 

2.难点：启蒙新声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与启发式教学法想结合  详细讲解古典文化的集成、极端皇权与文

化专制、启蒙新声等内容，对于耶稣会士来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郑和七下西

洋与“迁海令”、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的内容，在老师讲解的基础上，启发学生

思考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的历史作用、“迁海令”带来的后果等问题，老师加

以引导并进行总结。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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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 

1.明清文化专制主义的内容及特点。 

2.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的历史作用。 

3.理学在明代发生的重大变化。 

4.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内容、代表人物及意义。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十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学习目标】 

1.分析与总结经世实学 

2.分析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 

3.阐述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与知识分子形成 

4.叙述从“维新”到“革命”，五四狂飙 

【课程内容】 

1.经世实学 

2.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 

3.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与知识分子形成 

4.从“维新”到“革命”，五四狂飙 

【重点、难点】 

1.重点：经世实学；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 

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与知识分子形成；五四狂飙 

2.难点：经世实学；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与案例法结合   重点讲授经世实学的基本内容，帮助学生回忆洋务

运动的同时详细讲解“中体西用”模式，对于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与知识分子

形成、从“维新”到“革命”、五四狂飙等内容，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并引导

学生思考与举例说明，老师加以引导与评价。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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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道咸经世实学是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的原因。  

2.道咸经世实学的主要内容及代表人物。 

3.“中体西用”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作用。 

4.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五、实践教学安排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利用周末，多去图书馆、博物馆、民俗馆等地进行

文化实践学习。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测试（作业）、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测试（作业）、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思想信念：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九、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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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课堂参与：记录完全参与、不完全参与、不参与等情况，酌情计分。 

      （参与迟到扣 3 分/次，请假不参与扣 5/次，无故不参与扣 10 分/

次）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中国文化史》）。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完 全 参 与 满

分，有假条请

假不参与酌情

扣分 

参与迟到次数

超过 4 次或请

假次数超过 3

次  

无故不参与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不参与 2

次，有迟到或

请假次数适中 

无故不参与 3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多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中国文化

史 

冯天瑜，

杨华，任

放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9年

（2020年重

印） 

否 国家级规划

教材 

九、主要参考书目 

[1]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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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牟钟鉴.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 

[3]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厦门：福建鹭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6. 

[4]张岱年.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7]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8]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版社，

2003. 

[9]《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编.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5天时间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多阅读文学和、历史、诸子作品，如诗词歌赋（《诗经》）；《史记》

《资治通鉴》；《论语》《孟子》《墨子》等，多在知网上下载相关论文深度学习，

多阅读原著，形成阅读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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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课程编码 1515002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III1 修读学期 3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4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64学时（理论学时 64，实践学时 0  ） 

执笔人  审核人  

二、课程简介 

《经济学原理》是管理学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涉及知识领域广、知

识逻辑性和综合性强的特点，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具有一定

的科学因素和阶级属性。本课程是帮助学生较为系统的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基

本原理和方法的必需，也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之间的核心区别，树立正确立场和价值观，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必经环节。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和阶级属性，了解西方经济学的

知识脉络和基本研究方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和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的关系。（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课程目标 2：通过市场结构知识体系的学习，具备分析市场效率的基本能

力，正确理解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企业行为选择。（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 

课程目标 3：能运用供给、需求以及生产理论等知识，科学分析消费者行

为和生产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可能效果，培育良好的生产和市场管理意识。（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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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4：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我国基本经济政策进行科学分析，

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4）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 1-1 

课程目标 2 1 1-2 

课程目标 3 3 3-1 

课程目标 4 3 3-4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导论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一章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二章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三章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四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五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六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七章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八章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九章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十章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合计  64 

 

 

 

（二）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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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学习目标】 

概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过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演变经

历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解释西方经济学的双重性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归纳西方经济学的

方法论；总结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如何学习西方经济学。 

识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罗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区分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不同。 

【课程内容】 

1.什么是西方经济学； 

2.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3.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4.怎样学习西方经济学 

【重点、难点】 

重点：西方经济学的内涵及外延、稀缺性的含义、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以及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何科学地学习西方经济

学。 

难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别、实证分析方

法中假设与理论的关系。 

【教学方法】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重点、难点知识，并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 

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课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经济学，资源的稀缺性和选择性假定的意义何在？ 

2.机会成本与你原来理解的成本有何联系和区别？ 

3.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何区别？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两个基本假设（熊秉元：《不完美的世界---熊秉

元经济学十五讲》，东方出版社 2018年版第 35-37页） 

 

 

第一章   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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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记忆供求概念、供求函数；描述经济模型的结构、蛛网模型；说明影响供

给和需求的因素、从单个消费者的需求到市场需求和从单个生产者的供给到市

场供给；划分需求变化与需求量变动、供给变化与供给量变动；计算需求价格

弹性、交叉弹性、收入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并解释结果：分析市场均衡条件下

的支持价、限制价，税收效应。 

【课程内容】 

1.需求 

2.供给 

3.市场均衡（其中：经济模型的结构和一个动态经济模型可以拓展学习） 

4.弹性 

5.供求分析的应用事例； 

6.本章评析 

【重点、难点】 

重点：供求曲线、供求定理、均衡价格，需求弹性的含义与弹性系数的计

算、需求弹性与总收益的关系、弹性和税收的分摊、供求理论评析 

难点：需求变动与需求量变动的区别、供给变动与供给量变动的区别、蛛

网理论、如何将弹性概念与斜率和导数等联系起来 

【教学方法】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以问题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4.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 

学生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讨论；课后按时完成作业进行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需求和供给的变动对均衡价格、均衡数量产生怎样的影响？ 

2.何为需求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与销售收入变动有何关系？ 

3.运用供求曲线和弹性理论，分析粮食丰收了为什么农民收入反而可能下

降？依此分析你认为政府应对农业实施怎样的保护政策？ 

【学习资源】 

钮文新：《注重需求和供给的辩证关系 认真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中国经济周刊》2023（14）.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sSXGFc3NEDI_DjnA4BWV8c-RALTzW6SqKCzsC39_xQk9JAv5BW6n0_CtGNL1VC2Vw7idGvIeKW0F8ZafjkF0niZWg_msl3D_T_PHn0Ruvec=&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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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消费者选择 

【学习目标】 

归纳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记忆效用、总效用、边际效用、消费者剩

余；描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效用最大化原则；解释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及各

自特点；演示消费者均衡的图形分析和均衡条件 

【课程内容】 

1.效用理论概述； 

2.无差异曲线； 

3.预算约束线； 

4.消费者均衡；  

5.价格变动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重点、难点】 

重点：效用、总效用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剩余，无差

异曲线及其特点、边际替代率，预算约束线及其变动，消费者均衡的公式和用

图形说明消费者均衡，消费者选择理论的评析。 

难点：效用最大化原则，特殊的无差异曲线，收入和价格变动对消费者均

衡的影响，价格变动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不确定性和风险。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重点、难点知识，并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做好知识点储备，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完成课后阅读 

【复习与思考】 

1.根据基数效用理论，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是怎样的？ 

2.序数效用论是如何通过对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均衡的分析，进一步推导需

求曲线的？ 

【学习资源】 

视知 TV网络视频：职场经济学“为什么公司加薪越频，你的干劲儿越低？” 

 

第三章 企业的生产和成本 

【学习目标】 

回忆生产、企业组织、企业决策含义、企业筹资方式；描述总产量、边际

产量和平均产量含义及生产扩展曲线；区分企业的短期和长期；描述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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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生产的三个阶段；定义经济学中的成本概

念；描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等产量线及性质、边际技术替代率；描述等成本

线及其变动；演示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的条件及图形分析； 

【课程内容】 

1.企业 

2.生产函数 

3.短期生产函数 

4.长期生产函数 

5.短期成本函数 

6.长期成本函数 

7.本章评析 

【重点、难点】 

重点：是短期和长期生产函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

的关系，等产量线及其性质，边际替代率及其递减规律，等成本线，经济学中

的成本，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概念 

难点：两种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的公式与图形，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的变动

规律，短期平均成本与长期平均成本的关系，规模经济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

形状。 

【教学方法】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以问题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4.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 

学生课堂中参与小组讨论；课后按时完成作业进行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分析企业为何不能无限制地增加某一种生产要素。 

2.分析在一种可变投入生产函数下 TP、AP、MP 曲线之间的关系，说明在

短期内企业对劳动要素的使用量并非越少越好。 

3.运用图形分析厂商在两种可变投入生产函数下，如何实现资本与劳动要

素的最佳组合？ 

【学习资源】 

《西方经济学》精要与案例解析 案例 3.5“机会成本与成本收益分析：只

有一位乘客的航班与中国古典智慧” 



 

 53 

《西方经济学》精要与案例解析 案例 3.6“规模经济：证券公司规模扩张” 

 

第四章 市场理论 

【学习目标】 

记忆市场结构及其划分依据；识别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

垄断厂商的特征；描述完全竞争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垄断竞争企业利润最

大化的均衡、寡头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完全垄断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均衡；

讨论博弈模型中的决策。 

【课程内容】 

1.企业收益、市场结构和利润最大化 

2.完全竞争企业的短期均衡 

3.完全竞争企业和市场的长期均衡 

4.垄断的形成原因与市场均衡 

5.垄断竞争、寡头的市场均衡、博弈分析 

6.本章评析 

【重点、难点】 

重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做到了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

等短期内企业仍然可能亏损；理解正常利润（盈亏平衡）；理解竞争市场中企业

在长期中只能做到收支相抵；垄断企业的收益与价格歧视 

难点：理解供给曲线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长期市场供给曲线有

可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不同市场结构的静态和动态比较 

【教学方法】 

1. 回顾之前相关内容，由供给需求引出市场理论 

2. 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难点重点适当强调。 

3. 案例讨论：结合案例，让学生领会运用知识重点分析问题 

4. 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鼓励发言，调到课堂气氛 

【学习要求】 

结合前几章需求供给的知识进行预习，积极参与课堂案例讨论，及时回顾

课堂内容。 

【复习与思考】 

1.分析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并说明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 

2.试述厂商实现最大利润的原则，并谈谈你的看法。 

3.试述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并评价其效率。 

4.试述垄断竞争厂商的两条需求曲线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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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短期均衡时，完全竞争厂商与完全垄断厂商有何不同？ 

6.为什么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说明相应的 AR 曲线和 

MR曲线的特征及关系。 

【学习资源】 

1.哔哩哔哩网站视频资料“从可口可乐和星巴克咖啡看垄断竞争” 

2.延伸阅读：《进击与失意中我国家电行业的魂与根》，《家电科技》2020（11） 

 

第五章 生产要素市场和收入分配 

【学习目标】 

记忆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及其特点，定义劳动供给、闲暇需求、

资本和利息、地租与准地租；描述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价格决定机制。 

【课程内容】 

1.完全竞争和要素需求 

2.要素供给的一般理论 

3.劳动和工资的决定 

4.土地和地租 

5.资本和利息 

6.本章评析 

【重点、难点】 

重点：要素的边际收益、劳动市场的均衡与工资的决定、土地的供求与地

租的决定、资本市场的需求和供给。 

难点：完全竞争市场的要素需求曲线、预算线-无差异曲线分析、劳动供给

均衡、资本供给和垄断条件下要素使用量和价格的决定。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案例分析，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重点、难点知识进行深度分析 

3.讨论式教学：学生举例说明自己看到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小组讨论 

【学习要求】 

知识点贯通性学习，结合现实经济思考市场结构类型 

【复习与思考】 

1.要素使用原则和利润最大化原则有何关系？ 

2.简析完全竞争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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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单个劳动的供给曲线的特征、含义、原因。 

4.简述资本供给曲线与均衡利率的形成。 

【学习资源】 

1.哔哩哔哩网站视频：日本的房地产泡沫 

2.许永明：《中国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2016年硕士论文。 

 

第六章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学习目标】 

解释垄断与低效率的关系；定义外部性的含义、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平

等；描述对垄断的公共管制、针对外部性的政策；解释公共物品与市场失灵；

描述针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微观政策；描述针对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微观政策；

描述收入不平等的度量，解读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分配政策。  

【课程内容】 

1.垄断（该部分可以在市场结构理论中结合讲授） 

2.外部性 

3.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 

4.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 

5.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 

6.本章评析 

【重点、难点】 

重点：市场失灵的原因、为什么正外部性导致产量过少而负外部性会导致

产量过多、公共物品和外部性之间的联系、如何理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政

府如何纠正市场失灵。 

难点：利用经济学术语从理论上理解“搭便车”行为、为什么边际社会成

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是帕累托最优的条件。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积累基本知识，课堂积极参与教学讨论，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理解

思考本章知识理论。 

【复习与思考】 

1.什么为帕累托最优状态？试述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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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述市场失灵的原因及其矫正。 

3.外部影响是如何导致市场失灵的？你对运用“科斯定理”解决我国环境

污染问题有何看法？ 

【学习资源】 

1.网文：致寒门学子：学历的本质是“发信号” (baidu.com) 

2.周黄河；《垄断时代——微软垄断案解析》，《现代商业》，2009（8） 

 

 

第七章  宏观经济指标与和衡量 

【学习目标】 

记忆国内生产总值；罗列诸如 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总量

指标；定义并计算 GDP；描述价格水平及其衡量方法、失业类型、通货膨胀类

型。 

【课程内容】 

1.GDP的含义和衡量； 

2.名义 GDP和实际 GDP的区别，GDP和 GNP 以及 NI的区别； 

3.衡量价格水平的主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含义； 

4.衡量失业的主要指标； 

5.充分就业和自然失业率； 

6.与总产出指标 GDP、价格水平指标 CPI 和失业率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 

7.本章评析。 

【重点、难点】 

重点：GDP内涵、GDP核算方法、价格水平的衡量指标和失业的不同类型 

难点：核算 GDP 的支出法和收入法、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的区别、GDP 和

GNP以及 NI的区别、理解充分就业和自然失业率 

【教学方法】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重点、难点知识，并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课堂积极参与案例讨论，结合现实宏观经济理解本章知识理论 

【复习与思考】 

1.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有什么区别？ 

2.可采用什么方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33813668957429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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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民收入核算指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学习资源】 

哔哩哔哩网站视频：“中国百年复兴之路：1921—2021 年 GDP 的动态变化” 

 

 

第八章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学习目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分析思路，掌握均衡

国民收入的定义，重点把握简单国民经济假定下均衡国民收入的推导，并能够推

导和计算各种乘数的大小。 

了解：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的基本方向；有效需求的原理和框架；其他消费

理论；IS-LM 模型和 AD-AS 模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产品市场的均衡；货币需求

的决定；货币供给的决定。 

理解：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区别；政府、国外需求、净出口如

何影响总需求；AD曲线、AS曲线的含义与推导；AD-AS模型的一般情况；IS曲

线、LM曲线的推导；产品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变动与经济政策的联系。 

掌握：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平均储蓄倾向、边际储蓄倾向；消

费行数和储蓄函数的关系；政府需求的内涵；乘数原理；价格水平、财政和货

币政策、技术进步、劳动需求变动、劳动供给变动对总供给曲线的影响；AD-AS

模型对财政政策扰动和需求冲击的反应货币需求的动机；流动性陷阱 

【课程内容】 

1.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2.总需求的构成 

3.总需求与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4.乘数理论 

5.IS-LM模型 

6.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 

7.本章评议 

【重点、难点】 

重点：均衡国民收入的定义、消费需求决定理论、投资需求决定理论、均衡国民

收入的实现条件和决定、乘数的推导和计算；IS 曲线的推导、斜率和移动；LM

曲线的推导、斜率和移动；均衡国民收入和均衡利率的确定；总需求曲线及移动；

总供给曲线的类型；AD-AS模型 

难点：均衡国民收入的内涵；各项乘数的推导及经济含义；货币市场均衡理论；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AD-AS模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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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 视频导入：经济学故事的视频播放，引出教学内容。 

2. 案例分析：结合本章案例，学生小组讨论，总结知识点 

3. 问题导向：本章习题为导向，使学生对知识难重点加以掌握运用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并识别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参与小组讨论、课后以视频资源为

载体进行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乘数理论，乘数理论发挥作用的前期条件是什么？现实经济生活

中是否存在乘数效应。 

2.概述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体系的内容 

3.比较 IS-LM模型与 AD-AS模型。 

【学习资源】哈佛大学公开课视频 

 

第九章 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 

【学习目标】记忆失业、通货膨胀；总结失业的类型和影响、通货膨胀的类

型与影响；描述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推断经济周期阶段。 

【课程内容】 

1.失业的宏观经济学解释 

2.失业的影响和奥肯定律 

3.通货膨胀的类型和原因 

4.通货膨胀的影响 

5.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导 

6.通货紧缩和滞胀、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分析滞胀 

7.经济周期的定义、阶段和类型、经济周期理论 

8.本章评析 

【重点、难点】 

重点：失业的类型；通货膨胀的成因；菲利普斯曲线的内涵、特性 

难点：长期和短期通货膨胀原因的解释；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

曲线的区别和内涵、滞胀的解释。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知识点课堂讲授，对重点难点深度分析 

2.课堂讨论：以习题集的分析题为导向，小组讨论，加深知识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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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教学：提出案例，进行课堂讨论，学会分析现实经济问题 

【学习要求】 

学生提前预习；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课后按时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 经济学认为失业的根源是什么？ 

2. 市场经济有没有可能彻底消灭通货膨胀和失业？为什么？ 

3. 菲利普斯曲线有什么政策含义？ 

4. 政府如何政策干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 

【学习资源】 

阅读英文文献：美联储委员伯南克所著的文章《全球储蓄过剩与美国经常账户

逆差》 

 

第十章  宏观经济政策 

【学习目标】 

概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解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含义和工具；描述财

政政策、货币乘数；应用 IS-LM 模型推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动对国民收入

影响效果。 

【课程内容】 

1.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 

3.自动稳定器的优劣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选择 

4.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间的关系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 

6.本章评析 

【重点、难点】 

重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及其矛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乘数；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动的效果。 

难点：自动稳定器；挤出效应；货币乘数的推导。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重点、难点知识，并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 

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课后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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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理论联系实际。 

【复习与思考】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有何不同？ 

2.影响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因素是什么？ 

3.公众预期对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影响。 

【学习资源】 

1.网络视频：“中国崛起：GDP的百年变化” 

2.网络视频：“中国经济的破局” 

五、实践教学安排 

期中，学生自主组合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对一座城市、一个村庄、一个企

业或一个工厂的经济情况进行调研。调研后作调研报告，每小组在课堂十分钟

汇报展示。该教学内容不作为实践学时，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课程学习内容、

提升学生实践运用能力，是平时作业内容之一。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期末考核。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三个方面。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课堂表现、读书笔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知识运用分析能力：40-50% 
课堂表现、平时作业、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课堂表现、平时作业、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知识运用分析能力：40-5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读书笔记、期末考试 

 

十、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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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30%+期末考试成绩×70% 

2.平时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主要依据过程性考核评定，主要有以下考核方面 ： 

（1）课堂表现，即一是学生到课率的考察；二是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

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平时作业：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读书笔记：总结回顾教学内容、复习相关知识点的基础上，阅读相关

名家经典书籍或报纸期刊，自我构建经济学原理框架体系。 

3.期末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的 40%，即占总成绩的 12% 

（2）平时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40%，即占总成绩的 12% 

（3）读书笔记占平时成绩的 20%，即占总成绩的 6% 

（4）期末卷面考试成绩为占总成绩的 70%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极

互动，主动讨

论，发言积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言次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业内容完整，

独立或合作完

成全部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对问题有详细

透彻的分析。 

作业内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读书笔记 

笔记字迹工整、

内容全面、逻辑

层次分明，重难

点突出，也有自

己的独立思考 

笔记字迹 工

整、内容全面、

逻辑层次 分

明。 

笔 记 字 迹工

整、内容全面，

已涵盖基本知

识点。 

笔 记 字 迹 工

整、内容基本

完整，但未涉

及经济学基本

知识。 

课堂笔记字迹

潦草，内容不完

整。 

4 期末考试 根据期末考试试题的评分标准判定分值 

 

八、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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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

教材 
备注 

西方经济学（精要本）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9 是  

九、主要参考书目 

1.高鸿业.微观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3.曼昆.经济学原理（第六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十、课程学习建议 

综合使用互联网、新媒体等信息技术，关注我国经济发展热点以及我国政

府经济政策，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局势；学会以经济学视野去观察经济现象、发

现经济问题，分析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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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战略管理      Strategy Management 

课程编码 232610106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管理学原理、经济学原理 修读学期 4 

课程类别 学科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48，实践学时 0 ） 

执笔人 仇兵奎 审核人  

二、课程简介 

《战略管理》是管理学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 20世纪后半叶逐步发展起

来的一门着眼于培育管理者战略性思维，开发战略管理能力的综合性课程。学

习本课程是帮助学生从管理者的视角了解企业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评价

和战略实施阶段主要内容和方法的必需，是提高学生战略决策和实践能力，培

养面向 21 世纪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实际的新型应用型人才的必经

环节。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立足于战略管理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战略性思维能力，培育学生从管

理者的视角看待企业面临的环境挑战和各项经营管理问题的意识，培育学生建

立愿景、使命的内化意识，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2.立足于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基本理论与工具方法，使学生具备利用理论和

方法解决文化类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战略问题的能力；基于企业内外环境分

析的基本方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估当前复杂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基于战略变革的内涵和影响变革的关键因素，加深对新时代我国文化产

业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的理解，培养学生面对复杂环境进行科学决策和创新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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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结合战略的含义和特征以及战略管理的过程、任务与层次，

可以准确概括战略管理的主要流派和发展脉络，以及战略管理与复杂环境下的

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具备完善的战略管理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等基础知识。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2：立足于战略管理需求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因素，科学认识文

化类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和治理机制，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文化类组织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点。【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3：通过内外部环境分析知识体系的学习，具备科学分析文化类

企业的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基本能力，能够正确认识资源环境对企业战略管理的

影响；具备运用战略选择的方法与理论，分析在不同资源和环境约束下的企业

的战略制定和战略选择的能力。【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 4：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基本的战略评价方法，对企业战略

进行检验和评价并提出可行的优化战略。具备胜任文化类组织发展中的战略规

划任务的基本素养。【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3-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战略管理导论 课程目标 1 讲授 2 

使命、愿景与目标 课程目标 1/2 讲授 4 

外部环境分析 课程目标 1/2/3 讲授 6 

内部环境分析 课程目标 1/2/3 讲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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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层战略 课程目标 1/3/4 讲授 4 

竞争战略 课程目标 3/4 讲授 6 

战略选择的方法 课程目标 3/4 讲授 6 

公司治理 课程目标 2/3/4 讲授 4 

战略实施 课程目标 3/4 讲授 6 

战略变革 课程目标 3/4 讲授 4 

合计 48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战略管理导论：战略与战略思维 

【学习目标】 

1.准确阐释战略的涵义与特征 

2.构建战略管理的过程、任务及层次逻辑框架 

3.辨析两种战略思维模式的优劣及适用条件 

【课程内容】 

1.战略的内涵与特征 

2.战略管理的含义、过程、任务及层次管理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3.获取超额利润的基本战略思维模式 

4.战略管理学科的发展 

【重点、难点】 

1.重点：战略的含义与特征；战略管理过程、任务及层次。 

2.难点：获取超额利润的基本战略思维。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讨论自己在日常学习和职业规划中的战略管理思想。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结合资源结构模式，提出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路径。 

2.战略管理两种基本思维模式的内涵及其适用性是什么？ 

3.阐释战略管理的过程与层次。 

【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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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二章  战略导航：使命、愿景与目标 

【学习目标】 

1.清晰阐释企业使命的重要性及内涵 

2.准确阐述企业使命确立的基本要求和使命陈述要素 

3.构建出企业战略目标体系类型图 

【课程内容】 

1.企业使命 

2.企业愿景 

3.企业战略目标 

【重点、难点】 

1.重点：企业使命的内涵及重要性，企业愿景的含义与内容。 

2.难点：企业使命与愿景的异同。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结合自己的愿景，讨论确定愿景的过程与注意事项。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如何表述企业使命？ 

2.如何理解企业愿景的内涵？ 

3.企业战略目标应具备什么特点？ 

【学习资源】 

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三章  外部环境分析：机会、挑战与产业竞争 

【学习目标】 

1.合理解释外部环境分析的重要性及目的 

2.清晰阐释关键成功因素对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 

3.可以利用外部环境分析的基本方法进行实际分析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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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部环境分析的重要性和目的 

2.宏观环境分析 

3.产业与竞争环境分析 

4.市场环境分析 

5.外部环境分析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宏观及行业环境分析，关键成功因素对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 

2.难点：利用 EFE 矩阵进行外部环境分析。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基于 PEST方法，讨论各自应考虑的因素。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宏观环境与行业环境的区别及各自的内涵。 

2.列举任意熟悉的企业，利用“五力模型”进行分析。 

【学习资源】 

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3.“五力模型”的相关网络文献。 

第四章  内部环境分析：资源、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学习目标】 

1.合理解释内部环境分析的目的及重要性 

2.清晰地论述出 VRIO框架的基本内容及其应用实践 

3.内部环境分析中的 IFE矩阵分析法地实际应用 

【课程内容】 

1.内部环境分析的重要性和目的 

2.企业资源与能力 

3.企业核心竞争力 

4.企业价值链 

5.内部环境分析的方法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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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标准及其构建流程，企业价值链分析的关键步

骤。 

2.难点：利用 IFE 矩阵进行内部环境分析。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分组讨论内外部环境分析的必要性和价值。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企业资源与能力的关系。 

2.VRIO框架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3.价值链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学习资源】 

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五章  公司层战略：配置与构造创造价值的方式 

【学习目标】 

1.准确区分企业战略的主要类型及其联系 

2.清晰阐释战略联盟的主要形式及管理要旨 

3.围绕多元化战略的内涵，界定多元化战略动因与风险 

4.围绕并购战略的内涵，界定并购战略的实施要点 

【课程内容】 

1.战略类型架构 

2.战略发展的方向 

3.战略发展的力度 

4.战略发展的途径 

【重点、难点】 

1.重点：市场渗透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产品开发战略的内涵；专业化战

略、一体化战略、多元化战略的内涵。 

2.难点：区分多元化战略与一体化战略的关系。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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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讨论 分组结合自己熟悉的企业组织，分析其战略类型和选择原因。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看待互联网企业的多元化战略？ 

2.比较内部发展战略和并购战略的优缺点。 

3.如何建立有效的战略联盟？ 

【学习资源】 

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第六章  竞争战略：价值创造与构筑可持续竞争优势 

【学习目标】 

1.准确阐释企业、顾客、竞争者三者的关系 

2.从经济学视角阐释四种基本竞争战略的适用性 

3.准确辨析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构筑路径和维持策略 

【课程内容】 

1.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 

2.基本竞争战略分析 

3.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构筑 

4.动态环境下的竞争战略 

【重点、难点】 

1.重点：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的基本竞争战略分析，动态环境下的竞争理念。 

2.难点：结合经济学知识，分析不同企业的基本竞争战略的选择。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任意选择一个企业，分析其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略选择导向。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总成本领先战略的内涵是什么？有何优势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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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述集中成本领先战略和集中差异化战略的实施条件。 

3.如何理解动态环境下的竞争理念？ 

【学习资源】 

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3.波特：《竞争优势》。 

第七章  战略选择的方法：战略匹配与选择 

【学习目标】 

1.清晰辨别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2.结合课本内容，构建出战略选择的分析框架 

3.准确阐释不同的战略选择方法间的优劣 

【课程内容】 

1.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 

2.战略选择分析框架 

3.战略选择的方法 

4.战略评价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战略选择的基本方法；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2.难点：不同战略选择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任选两种选择方法，讨论其优劣。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有哪些？ 

2.找任意一个企业，用 SWOT矩阵进行战略选择设计。 

【学习资源】 

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3.戴维：《战略管理》。 

第八章  公司治理：委托-代理关系与利益相关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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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结合现代企业发展需要，阐述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意义 

2.正确界定出公司治理中可能存在的博弈行为 

3.准确论证董事会规模、领导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4.围绕公司治理的概念，准确阐述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的关系 

【课程内容】 

1.公司治理 

2.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 

3.董事会：企业战略的决策与评估 

4.高管激励：企业战略的实施和控制 

5.公司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重点、难点】 

1.重点：公司治理的定义；公司治理中的博弈；公司治理的影响因素。 

2.难点：高管激励机制的现实分析。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从花旗银行的治理结构演变，讨论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的关系。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公司治理机制包括哪些内容？ 

2.董事会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 

3.平台治理有什么新特征？ 

【学习资源】 

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3.李维安：《公司治理学》。 

第九章  战略实施：组织保障、职能战略及战略领导者 

【学习目标】 

1.准确阐述战略实施的概念 

2.比较战略实施模式的差异，合理配置战略资源 

3.准确阐释战略实施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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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辨析出不同组织结构的优缺点 

【课程内容】 

1.战略实施概述 

2.组织结构 

3.职能战略 

4.战略领导者 

5.企业文化 

6.战略控制 

【重点、难点】 

1.重点：组织结构与战略实施保障。 

2.难点：战略领导者与企业战略类型的匹配关系。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以“华为”为案例，讨论组织结构与战略实施的关系。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以一个企业为例，分析其组织结构与战略的匹配度。 

2.职能战略与公司战略的关系。 

3.传统战略控制的缺陷是什么？如何克服？ 

【学习资源】 

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第十章  战略变革：企业永续经营要旨 

【学习目标】 

1.准确阐述战略变革的基本内涵 

2.正确辨析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动因 

3.围绕企业战略变革的动因，清晰阐释其主导逻辑模式 

【课程内容】 

1.战略变革的基本内涵 

2.战略变革的动因 

3.战略变革的主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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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略变革的主要类型 

5.战略变革的方式与过程 

6.战略变革的阻力与影响因素 

【重点、难点】 

1.重点：战略变革的内涵和动因；动态环境下的战略变革。 

2.难点：战略变革的阻力与影响变革效果的主要因素。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以 TCL为例，讨论其战略变革的动因。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举例说明企业战略变革的主导思维逻辑有哪些？ 

2.导致战略变革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3.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学习资源】 

1.参考资料：《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教材自测习题。 

3.巴洛根,黑利：《战略变革探索》。 

五、实践教学安排 

以当今文化类组织实际战略管理中的问题作为案例，通过以小组讨论为主

要形式的课堂讨论，提高学生对于战略管理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60 %）。 

期末考核采用开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20%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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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40% 团队合作、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综合专业素养：10% 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十一、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战略管理》）。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40%）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进行简

单思考，互动

时有一定自主

性。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参与互动交

流。 

2 
作业完成情况 

（60%）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战略管理：思维与要径 黄旭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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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参考书目 

[1]迈克尔·希特等.战略管理：概念与案例（第 12 版）.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21 

[2]蓝海林.企业战略管理（第三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3]金占明.战略管理——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6  

[4]弗雷德·戴维等.战略管理：建立持续竞争优势（第 17 版）.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5]谢宁.华为战略管理法：DSTE实战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3-5天时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充分利用网络文献资源，主动查阅相关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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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课程编码 232610105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管理学原理 修读学期 3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48） 

执笔人 王宇娟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组织行为学》是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又是管理学科体系

中的一门重要课程，是本专业的一门的学科专业基础课。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能够系统掌握组织行为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体系，能够运用其分析组织活

动中存在的心理现象和行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

际关系协调能力，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和科

学地认识人们在组织中的行为、更加积极有效地履行组织中的职责和任务，切

实提高组织的管理效能。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使学生掌握组织及组织行为学的定义，熟悉组织行为学领域

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思想脉络，了解组织行为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 【毕业要

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2：使学生能够从个体特征的角度分析人在组织中的行为表现。【毕

业要求 2：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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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使学生了解群体和团队行为，包括群体冲突和团队建设在组

织中的影响。【毕业要求 3：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 4：使学生能够学会组织行为相关知识，包括领导、沟通、组织

文化、组织学习和组织变革。【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5：使学生了解个人和组织的交互作用及其影响。【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素质要求 3-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2 

课程目标 5 毕业要求 3：能力要求 2-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绪论 课程目标 1/2/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4 

第二章个体心理与行为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第三章动机与激励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实物法、案例法 6 

第四章群体心理与行为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案例法 4 

第五章团队 课程目标 1/2/5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 6 

第六章领导 课程目标 1/2/5 讲授法、讨论法 4 

第七章沟通 课程目标 1/2/5 讲授法、案例法 4 

第八章组织文化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 4 

第九章组织学习与创新 课程目标 1/2/4 讲授法、讨论法 4 

第十章组织变革与发展 课程目标 1/2/5 讲授法、案例法 4 

第十一章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 4 

合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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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绪论 

【学习目标】 

1.掌握组织与组织行为学的定义。 

2.熟悉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内容。 

3.了解组织行为学的最新进展。 

4.熟悉组织行为学的发展阶段。 

5.掌握组织行为学中常用的研究术语与研究方法。 

【课程内容】 

第一节介绍了什么是组织，什么是管理，为什么组织需要管理，组织行为

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及其最新进展，组织行为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学习组

织行为学的意义。 

第二节介绍了组织行为学的五个发展阶段。包括早期的工业心理学派、古

典管理学派、行为学派、权变学派以及系统学派。通过本节学习，学生应能更

深入地了解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思想脉络。 

第三节主要介绍组织行为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学生应在了解组织行为学

研究术语的基础上，熟悉组织行为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

法、实验研究法、观察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同时应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组织行为学的西方逻辑体系做出客观的

评价和判断。 

【重点、难点】 

1.组织行为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及学习组织行为学的意义。 

2.组织行为学的发展过程及其有隐含的逻辑。 

3.组织行为学常用的研究方法。 

4.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分析西方组织行为学的观点。 

【教学方法】 

绪论部分还没有涉及基本理论，但有一些内容具有理论的成分，主要在第

二节关于组织行为学的历史沿革和第三节关于组织行为学的辩证分析部分。 

组织行为学的历史沿革，从发展阶段的角度，初步介绍了一些重要理论的

基本概念，包括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科层结构理论、巴纳德的组织理

论、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以及关于组织管理的权变理论、系统理论等。但都

是属于概念介绍，并没有具体解释这些理论。 

选择性地对这些概念进行或深或浅的介绍。实际上，这里介绍这些理论的

目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介绍组织行为学研究或分析组织行为的不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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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的理论就是一个温习问题的思路。例如古典管理理论，是由多个理论构

成的一个思路；同样，权变理论也是一个分析组织管理问题的思路。在讲解时

可以对学生做出适当的引导。 

对组织行为学的辩证分析，其基本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论

对主要来自西方的组织行为学概念和理论进行辩证分析，是高于一般组织行为

学理论的“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是指我们客观和科学

地学习组织行为学的指南针。这是马工程教材特别强调的一点。本部分介绍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个人能动性和社会历史

条件限制的辩证统一、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和变化发展、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

辩证统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其中重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

思维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层次。人

的需要具有社会历史性等。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课后习题：1、2、3、4 

讨论：课后习题第 5题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二章 个体心理与行为 

【学习目标】 

1.理解知觉的定义及过程；掌握归因的定义和常见的归因偏差，归因理论中

比较有影响力的几种主要理论；理解决策的含义及经典的决策模型。 

2.掌握价值观的含义及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理解态度的概念并认识态度和行

为之间的关系。 

3.掌握能力的概念及分类。 

4.掌握人格的定义和常见的人格模型。 

5.理解情绪、情绪智力和情绪劳动的定义；了解压力的成因和后果；掌握职

业枯竭的定义和对于个体的影响。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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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介绍了什么是组织，什么是管理，为什么组织需要管理，组织行为学

的定义、研究内容及其最新进展，组织行为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学习组织行

为学的意义。 

第二节介绍了组织行为学的五个发展阶段。包括早期的工业心理学派、古典

管理学派、行为学派、权变学派以及系统学派。通过本节学习，学生应能更深入

地了解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思想脉络。 

第三节主要介绍组织行为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学生应在了解组织行为学研

究术语的基础上，熟悉组织行为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

实验研究法、观察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同时应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组织行为学的西方逻辑体系做出客观的评价和判

断。 

【重点、难点】 

知觉的定义及过程、归因的主要理论、决策的含义及经典的决策模型、价

值观的含义及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态度的概念并认识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能力的概念及分类、常见的人格模型、情绪、情绪智力和情绪劳动的定义、职

业枯竭的定义和对于个体的影响 

难点：归因的主要理论、决策模型、常见的人格模型。 

【教学方法】 

1.讲授法。绪论部分还没有涉及基本理论，但有一些内容具有理论的成分，

主要在第二节关于组织行为学的历史沿革和第三节关于组织行为学的辩证分析

部分。组织行为学的历史沿革，从发展阶段的角度，初步介绍了一些重要理论的

基本概念，包括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科层结构理论、巴纳德的组织理论、

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以及关于组织管理的权变理论、系统理论等。但都是属于

概念介绍，并没有具体解释这些理论。 

2.案例法。可以选择性地对这些概念进行或深或浅的介绍。实际上，这里介

绍这些理论的目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介绍组织行为学研究或分析组织行为的

不同思路，一种大的理论就是一个温习问题的思路。例如古典管理理论，是由多

个理论构成的一个思路；同样，权变理论也是一个分析组织管理问题的思路。在

讲解时可以举一些案例。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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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MBTI，了解自己的人格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三章 动机与激励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的学习，让学生对激励的基本概念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了解各

类激励理论的内容和应用条件,掌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激励特点、原则和方法。 

【课程内容】 

第一节明确需要、动机、行为、激励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介绍了激励的需要理论，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兹伯格的双

因素理论。 

第三节介绍了激励的过程理论，包括期望理论、公平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

强化理论。 

第四节介绍了综合激励理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第五节介绍了中国组织中激励的实践，包括一般原则和激励的特点等。 

【重点、难点】 

重点：激励的需要理论、过程理论以及综合激励理论、激励的一般原则，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激励特点和激励方法。 

难点：激励的需要理论、过程理论以及综合激励理论。 

【教学方法】 

1.明确基本概念：首先，需要让学生明确动机和激励的基本定义和内涵。

动机是推动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内部动力，而激励则是满足个体某些需要，从

而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外部因素。 

2.分析动机理论：介绍并分析一些经典的动机理论，例如马斯洛的需要层

次理论和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这些理论能帮助学生理解人们行为的动机以

及如何满足这些动机。 

3.研究激励过程理论：引入期望理论、公平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强化理

论等激励过程理论，让学生了解这些理论如何解释和预测员工的行为。 

4.对比分析中国组织中的激励实践：介绍中国组织中激励的特点和原则，

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激励实践，让学生理解文化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5.案例分析：选取具体的组织激励案例，让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分析，

从而提高学生对理论的应用能力。 

6.课堂讨论：针对一些具体的组织激励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鼓

励他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方案，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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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课后题 1、3、4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四章 群体心理与行为 

【学习目标】 

群体心理与行为有着和个体心理与行为不同的特征和规律。通过本章的学

习，将帮助学生掌握群体心理与行为中的特征和规律，包括群体的定义和类型，

群体的发展期，群体的结构，常见的群体行为，以及如何管理群体间的冲突。 

【课程内容】 

第一节介绍群体的两种定义，以及两种不同的划分方式，包括正式群体和

非正式群体，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最后介绍中国群体本位的文化。 

第二节首先介绍群体形成的两个基础，即完成任务和共同命运，然后介绍

群体发展的五个阶段：形成期、震荡期、规范化期、执行任务期、中止期。 

第三节群体具有结构上的特征，本节介绍一些重要的概念，包括类别和关

系、群体中的角色、群体中的地位、群体规范、群体规模和构成。 

第四节介绍了一些典型的群体行为，它们包括：去个性化的行为、社会助

长作用、社会惰化作用、从众行为、群体决策中的极化现象。 

第五节的群体冲突是指群体和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本节首先介绍了社会

范畴化和社会身份认同概念，然后介绍了建立在社会范畴化基础上的刻板印象，

其次介绍了群体间的冲突以及原因，最后介绍了如何解决群体冲突。 

【重点、难点】 

重点：群体的定义和类型、群体的发展期、群体的结构、常见的群体行为、

如何管理群体间的冲突。 

难点：群体的结构、常见的群体行为。 

【教学方法】 

1.角色扮演：让学生参与到模拟的群体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亲身体

验群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群体心理与

行为，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 

2.小组讨论：将学生分成小组，针对某个具体的群体心理与行为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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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小组成员之间的讨论可以促进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交流，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课堂演讲：让学生准备并发表关于某个群体心理与行为的主题演讲。这

可以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并让他们将自己的见解分享给其他同学，有助

于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4.影像教学：通过观看与群体心理与行为相关的影像资料，让学生更加直

观地了解群体心理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可以播放一些组织中的实际录像或者

电影片段，也可以展示一些群体互动的模拟训练影像。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观看电影《十二怒汉》并分析如何在生活中以小博大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五章 团队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和研讨，要求学生能够建立团队组成、团队过程和团队结

果的管理框架，理解团队的特征和类型；理解团队过程管理的原理；理解团队

效能的概念，掌握团队绩效评价的原理。团队管理的知识是现代组织行为管理

的主要内容，本章的内容与培养学生的团队素质和团队管理能力密切相关。 

【课程内容】 

第一节介绍了团队的特征,包括团队与一般的工作群体的差别；团队的作用；

团队的规模；团队需要三种不同技能类型的人；团队创建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及

相对应的管理方法。 

第二节介绍了团队的类型。可以根据任务类型、团队与组织的结合形式、团

队的多元化、团队的网络化等进行分类。 

第三节介绍了团队过程管理，包括团队目标的形成过程、团队领导风格、团

队成员的选拔、团队成员的职能角色和团队角色、团队中的沟通、团队冲突、

团队文化、团队规范、团队领导、团队决策等内容。 

第四节团队效能与评价。团队效能不同于传统的基于个体的绩效，也不同于

组织整体绩效，考虑的是团队的协同和团队对组织整体绩效的价值创造。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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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团队在个体、团队、组织三个层面产生的作用；团队创建和发展的

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管理措施；团队沟通、冲突、团队文化和团队规范、以

及团队领导和决策等团队过程管理的原理。 

难点：团队领导和决策等团队过程管理的原理。 

【教学方法】 

1. 通过讲授法介绍团队的概念和重要性：首先，需要向学生介绍团队的概

念、团队在组织中的重要性，以及团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实践。 

2.通过讨论让学生分析团队的结构和角色：引导学生分析自己所在团队的

结构和角色，包括团队中的领导者和成员的角色，以及每个成员的职责和作用。 

3.探讨团队建设和沟通：让学生讨论团队建设和沟通的技巧和方法。引导

学生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如何解决团队内部的冲突，如何增强团队

的凝聚力等。 

4.通过游戏互动，实践团队合作：通过一些实践性的团队合作活动，让学

生亲身体验团队合作的过程和挑战。例如，可以组织一些团队项目、团队游戏、

或者角色扮演活动等。 

5. 评估团队绩效：引导学生探讨如何评估团队的绩效。讨论如何确定团队

的绩效指标、如何评估团队的成果、以及如何反馈和改进团队的绩效等。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课后习题：1、4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六章 领导 

【学习目标】 

领导活动作为以领导者效应的发挥为轴心，以组织绩效提升为出发点和逻

辑归宿的多元主体互动的社会现象，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与之相伴相随。通

过本章的学习，让学生对领导相关知识有初步的认识，了解领导理论研究的产

生与发展历程，明确主要领导理论的缘起、内涵及适用性。 

【课程内容】 

第一节明确领导活动的四要素及经典领导理论。构成领导活动的四要素分

别是：领导者、被领导者或追随者、领导环境和领导目标，这些要素之间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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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或其中某一要素为中介或调节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决定了领导有

效性的影响要素及其彼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经典领导理论包括特质理论、多

种类型的行为理论和多种类型的权变理论。 

第二节介绍了主要几种新型领导理论。包括变革型、仆从型、道德型、本

真型、共享型、魅力型、破坏型等其他新型领导理论。通过本节学习，学生应

了解领导的两面性及不同情境下领导风格的适配性。 

第三节中国情境下的领导实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情境下的本

土领导构念提出及普适性诠释，如家长式领导、差序格局、中国人传统性等，

以及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西方领导理论的中国情境检验，如变革

型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检验。 

【重点、难点】 

重点：经典理论的产生、内涵、发展与局限性；影响领导理论更替的时代

背景及决定性因素。 

难点：经典理论的产生、内涵、发展与局限性。 

【教学方法】 

1.通过讲授法定义领导的概念：首先，需要向学生介绍领导的概念和作用。

领导是一个影响和引导他人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职位或权力。 

2.分析领导理论：介绍并分析一些经典的领导理论，例如特质理论、行为

理论、情境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以帮助学生理解领导力的本质和领导者在组织

中的作用。 

3.培养领导素质和能力：引导学生探讨领导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例如沟

通能力、决策能力、团队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可以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

论等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并学习如何培养这些素质和能力。 

4.研究领导行为和决策：介绍领导在组织中的行为和决策过程，包括领导

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领导者如何处理组织中的复杂问题。可以通过案例分

析和小组讨论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了解领导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5.探讨领导变革和创新：引导学生探讨如何领导变革和创新。可以介绍一

些变革领导理论和实践，例如组织发展、组织变革等，让学生了解如何在变革

和创新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6.引入外部视角：可以引导学生从外部视角看待领导，包括领导在组织中

的位置、领导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及领导在组织发展中的作用等。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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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课后习题：2、3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七章 沟通 

【学习目标】 

掌握沟通的基本原理，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组织沟通方式，掌握组织沟通

可能面对的障碍及克服方法，明确跨文化沟通的概念、影响因素及策略。 

【课程内容】 

第一节掌握沟通的含义、过程，了解沟通的意义，能够对人际沟通和组织沟

通进行区分。理解沟通的含义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沟通首先是意义的传递；

沟通中传递的信息包罗万象，既可以是单纯的信息交流，也可以是思想、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交流；沟通的目的是达到双方相互理解，而非意见一致；

沟通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反馈和理解过程。学生应掌握沟通过程中的九大要素

及两个黑箱操作过程（编码过程和解码过程），了解沟通的意义以及人际沟通与

组织沟通的区别。 

第二节介绍了组织沟通的四种划分方式。包括根据沟通渠道划分、根据媒介

形式划分、根据信息反馈划分和根据信息技术与组织沟通划分。通过本节学习，

学生应对不同的划分方式有所了解，做到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组织沟通方式。 

第三节包括组织沟通的障碍与克服途径两部分。学生应清晰掌握组织沟通障

碍的来源以及克服组织沟通障碍的有效途径。 

第四节介绍了跨文化沟通的内涵、意义、影响因素及策略。学生应掌握并理

解跨文化沟通的内涵，当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不属于一个文化单元时，就存在

跨文化的沟通。其次，学生应对跨文化沟通的意义、影响因素有所了解，了解价

值观、行为取向、语言因素、风俗习惯如何对跨文化沟通产生影响。最后，学生

应掌握跨文化沟通的策略，懂得建立有效跨文化沟通的方法。 

【重点、难点】 

重点：沟通的定义与过程、组织沟通的障碍以及克服组织沟通障碍的有效

途径、跨文化沟通的内涵及策略。 

难点：组织沟通的障碍以及克服组织沟通障碍的有效途径。 

【教学方法】 

1.定义沟通的概念：首先，需要向学生介绍沟通的概念和作用。沟通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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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交流和意义传达的过程，是组织运作和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2.分析沟通的过程：介绍并分析沟通的过程，包括信息的发送、接收、解

码和反馈等环节。可以通过实例或模拟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并理解沟通的过

程。 

3.探讨沟通的障碍和克服方法：识别并探讨沟通中可能出现的障碍，例如

信息模糊、噪声干扰、语言或文化差异等。引导学生讨论如何克服这些障碍，

例如明确信息、使用多种沟通方式、建立信任等。 

4.培养沟通技能：引导学生培养有效的沟通技能，例如倾听、表达、问询、

反馈等。可以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并练习这些技

能。 

5.分析组织中的沟通：介绍并分析组织中常见的沟通方式和特点，例如下

行沟通、上行沟通、群体式沟通和正式/非正式沟通等。引导学生分析不同沟通

方式在组织中的作用和适用情境。 

6.培养积极的沟通心态：引导学生培养积极的沟通心态，包括开放、尊重、

理解和合作等。可以介绍一些积极的沟通技巧和方法，例如主动倾听、真诚表

达、寻求共识等。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课后习题：3、4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八章 组织文化 

【学习目标】 

认识组织文化的基本概念有，了解组织文化的分类和测量方法,掌握组织文

化建设的原理,以及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建设组织文化的特色理论、一般模式和发

展趋势。 

【课程内容】 

第一节明确组织文化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介绍了组织文化的分类和测量方法。 

第三节介绍了组织文化建设的基本含义、步骤和实施艺术。 

第四节介绍了中国组织文化建设的一般模式、理论框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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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重点：组织文化的基本概念、组织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的组织文化建设。  

难点：组织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通过讲述组织创始人或相关人物的故事，让学生了解他们是

如何通过打破规则、从乞丐到富翁的发迹史，以及员工队伍的缩减、员工的重

新安置、对以往错误的纠正、组织的应急事件等，向学生展示组织文化的起源

和发展。 

2.组织仪式：设计一些组织仪式，如定期举行的会议、庆祝活动、领导力

培训等，让学生在参与中理解和体验组织文化。 

3.模拟情境：模拟一些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情境，比如处理投诉、应对

危机、制定战略等，让学生在模拟的情境中理解和学习组织文化。 

4.讨论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和讨论一些真实的组织文化案例，帮助他们更

好地理解组织文化的实质。 

5.角色扮演：学生可以分组，每组代表一个特定的组织，然后通过角色扮

演的方式模拟该组织的日常运作，让学生在模拟的过程中理解和体验组织文化。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课后习题：2、6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九章 组织学习与创新 

【学习目标】 

组织学习与创新是组织保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本部分的学习，学生

应掌握组织学习与创新的含义，熟悉组织学习的层次与过程，了解影响组织学

习与创新的因素，掌握学习型组织的内涵与特征，并了解学习型组织的本土化

情况。 

【课程内容】 

第一节掌握组织学习的定义，了解组织学习与个人学习的联系与区别，熟

悉组织学习的层次以及已有研究所归纳的组织学习过程，知晓影响组织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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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团队、组织以及社会层面等内外部因素。 

第二节主要介绍了学习型组织。通过本节学习，学生应能更深入地了解学

习型组织的含义及特征，建设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模型，以及学习型组织与

一般组织绩效、组织创新和个体员工的关系，知悉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积极作用。 

第三节主要介绍组织创新及其影响因素，并就如何提升组织创新能力进行

了探讨。学生应清晰掌握创新的含义，了解个体创新与组织创新的含义、联系

与区别，对影响组织创新的个体、组织和环境三大类因素有所了解，知晓组织

提升创新能力的内外部途径。 

第四节主要讨论了学习型组织的本土化。通过本节学习，学生应清晰了解

学习型组织在中国的研究成果及其建设情况。 

【重点、难点】 

重点：组织学习的定义、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学习型组织的含义、特征及

其构建步骤；组织创新的含义、影响因素及其提升途径；学习型组织的本土化。 

难点：学习型组织的含义、特征及其构建步骤；学习型组织的本土化。 

【教学方法】 

1.定义基本概念：首先，需要清晰地定义“组织学习”和“创新”这两个

概念，以便学生了解它们的核心含义。 

2.理解组织学习：在这个阶段，引导学生了解组织是如何通过知识获取、

转移和利用来提高自身绩效的。通过案例研究或实际项目来帮助学生理解组织

学习的过程。 

3.分析阻碍因素：组织学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可能会受到各种阻

碍因素的影响。引导学生分析这些因素，比如：文化、沟通、激励机制等。 

4.创新思维的培养：要培养学生在面对问题和挑战时具备创新的思维。通

过案例分享、小组讨论或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创新的思维模式

和方法。 

5.实践创新：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制定一份创新计划，并实施这个计

划。这个过程中，可以强调如何在组织中营造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如何管理

和激励团队成员等问题。 

6.项目评估：项目完成后，可以组织学生进行项目评估，分享自己的创新

体验和成果。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组织学习和创新的方法和技

巧。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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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课后习题：3、5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十章 组织变革与发展 

【学习目标】 

认识组织变革与发展的相关理论及实践，掌握组织变革发展规律和实践方

法。     

【课程内容】 

第一节 组织变革与发展概述。组织变革就其本质含义就是组织为了适应内

外部环境变化，对其组成的各个要素进行调整、改变和创新，从而更好地实现

组织目标的过程。组织变革是组织发展的重要手段，对维系组织生存、促进组

织健全发展、体现组织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 组织变革与发展的系统模型。本书在组织变革发展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企业的组织变革发展管理实践，提出的组织变革与发展的系统模型，包括

变革动因分析、组织问题诊断、变革方案设计、实施与评价，并分别就模型的

这四个环节进行论述，强调组织变革与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

纯的项目事件，以便全面理解企业的组织变革，提高组织变革与发展的成效。 

第三节 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其克服。组织变革是一个“除旧迎新”的过程，

必然要打破原有组织的系统形态，触动原有组织内部的利益格局，改变原有的

运作机制，这必将遭遇阻力，形成变革的不利条件。要成功实施组织变革就需

要对组织变革的阻力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四节 组织发展趋势和新型组织。社会组织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的，

这包括一些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社会组织退出历史舞台，另一些适应社会需要

的组织应运而生。传统的社会组织大多自上而下地统一划分管理层次和管理幅

度，具有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结构。现代的社会组织随着结构形式多样化的发

展，不同程度地由集权走向分权，由机械式走向有机式，由等级制走向扁平化、

团队化和网络化。 

【重点、难点】 

重点：组织变革与发展的动因和策略；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

景下，组织变革与发展的新趋势。 

难点：组织变革与发展的动因和策略。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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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变革与发展：首先，需要清晰地定义“组织变革”和“发展”这两

个概念，以便学生了解它们的核心含义。 

2.变革的必要性：在这个阶段，引导学生了解组织变革的必要性。举例说

明，如企业转型、业务流程再造、组织结构调整等，让学生理解变革对于组织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3.变革的阻力：接着，引导学生分析组织变革中可能遇到的阻力。这些阻

力可能来自个人、团队、组织等多个层面，如对未知的恐惧、利益冲突、资源

限制等。 

4.克服阻力的方法：引导学生探讨克服变革阻力的方法和策略。例如，如

何有效沟通、如何制定公正的激励机制、如何协调不同利益等。 

5.变革的策略和模式：在这个阶段，引导学生了解常见的组织变革策略和

模式，如全面质量管理、流程再造、企业转型等。通过案例分析或实际项目，

让学生了解不同变革策略和模式的适用情境和实施要点。 

6.持续变革：组织变革并不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是需要持续努力和关注。

引导学生理解持续变革的重要性，并探讨如何建立支持变革的组织文化、激励

机制和领导力等。 

7.实践与评估：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制定一份组织变革计划，并实施

这个计划。在项目完成后，组织学生进行评估，分享自己的变革经验和实践成

果。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课后习题：3、5 

讨论：课后习题第 5题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第十一章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学习目标】 

掌握个人-组织契合度的内容和测量、组织社会化策略和个体社会化策略、

组织认同、组织承诺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心理契约的概念、形成机制和作

用机制、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及其中西方背景下的维度差异。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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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介绍了个人-组织契合度的概念、内容、测量和作用。个人-组织契

合度是一种基于个体和组织结合面方面的研究，通过分析两者的拟合程度，揭

示决定契合程度高低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个人-组织契合度可分为补

足式的契合度和补充式的契合度，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形成一致后，对于个人

与组织会产生一些有利影响。 

第二节介绍了组织社会化的概念、内容、策略以及个体社会化策略。个体

进入组织后，由局外人变成组织成员的过程，就是组织社会化过程。组织社会

化可归纳为四个维度：胜任工作、明确角色、认同文化和融入团队。在组织社

会化过程中，个体既有主动性，又有被动性，组织虽有主导性，但又不具有强

制性，因此区分了组织社会化策略与个体社会化策略。 

第三节介绍了组织认同与组织承诺。组织认同概念的核心是持久性和多重

性，前因变量主要有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因素，如组织特色，组织声誉，个

人任职年限，成员新鲜感等；组织认同能够提升团队凝聚力，提高组织竞争优

势，影响个人的组织公民行为与合作意图。组织承诺是指员工对于特定的组织

及其目标的接受和认同程度，以及希望继续作为该组织成员的意愿，主要包括

情感承诺、连续承诺和规范承诺三个因素。组织承诺可以降低离职意愿和提高

工作绩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会影响组织承诺的表现形式。 

第四节介绍了心理契约的概念、形成机制和作用机制。心理契约是组织和

个体的一个心理约定，它不同于法律条约，是一种无字的约定，或者说是一种

心灵默契。心理契约的形成受到与个体工作经历相关因素、组织文化、人力资

源政策与实践等方面的影响。在组织层面，心理契约可以促进员工关系和睦，

提高组织凝聚力；在个人层面，心理契约能够提高工作满意度、安全感、工作

动机、组织公民行为和出勤率，降低离职意愿。 

第五节介绍了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公民行为是员工的自主行为，它不是在

正式报酬体系中规定的，而是一种能够提高组织绩效的自主行为。在西方组织

背景下，组织公民行为表现为：公民道德，利他行为，认真遵从，运动员精神，

礼貌友好。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主要有个体和情境两个影响因素。中国组织公

民行为与西方的结论略有不同，分为认同组织，帮助同事，认真负责，人际和

谐，保护资源五个维度。 

【重点、难点】 

重点：个人-组织契合度的内容和测量、组织社会化策略和个体社会化策略、

组织认同、组织承诺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心理契约的概念、形成机制和作

用机制。 

难点：组织社会化策略和个体社会化策略、心理契约的概念、形成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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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 

【教学方法】 

1.定义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首先，需要清晰地定义“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以便学生了解它的核心含义。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通常包括个人在组织中的角色、

责任、权利和利益等方面。 

2.影响因素：在这个阶段，引导学生了解影响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因素。这

些因素包括组织的文化、价值观、目标、激励制度等，以及个人的职业规划、

目标、价值观、能力等。 

3.建立良好的关系：引导学生了解如何建立良好的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例

如，如何适应组织的文化、如何与同事合作、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等。 

4.冲突管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中难免会出现冲突。引导学生了解如何管

理这些冲突，如通过沟通、妥协、调整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5.职业发展：个人在组织中需要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引导学生了解如何在

组织中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如制定职业规划、提升技能、拓展人际关系等。 

6.实践与评估：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制定一份个人职业发展计划，并

实施这个计划。在项目完成后，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评估，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实

践成果。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课后习题：1、4 

【学习资源】 

章节练习试题 

 

五、实践教学安排 

分组完成分析企业中运用组织行为学知识点，并以小组形式进行课堂汇报，

提升学生对组织行为学的认知。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 

1. 课堂表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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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时作业：30% （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 知识测验：20% 

4. 实践能力：20%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30% 团队合作、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综合专业素养：5% 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课程目标 5 综合职业素养：5% 课堂讨论、期末考试 

七、成绩评定 

（一）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二）平时成绩评定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平时作业：30%、 知识

测验：20%、实践能力：20%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组织行为学》）。 

（三）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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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实践能力 
实践全部完成

满分，有假条

请假酌情扣分 

实践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1 次，有

迟到和请假次

数很少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2 次，有

迟到或请假次

数适中 

无故旷课实践课

程 3次，有迟到

或请假次数多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组织行为学 《组织行为学》

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是  

九、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 7卷，1999 年版。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

社 1993年版。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2-4天对查阅文献，了解企业如何运用组织行为学

管理与运营。 

2.建议：运用互联网平台，结合课程相关知识，了解企业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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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概论》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 
课程编码 232610107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管理学原理 中国文化史  修读学期 2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48，实践学时 0 ）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可以使学生全面系统掌握文化产

业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其他课程学习奠定理论基础，亦是培养学生专业

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获取文化产业管理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发展模式、

政策等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大局学习观。 

3.着重培养学生在文化产品方面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设计能力、市场营销能

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强化学生知识的内化，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和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 

2.认识到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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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理解文化产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掌握文化产业宏观、中观

和微观管理的三个层次，获取完善的文化产业管理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

方法、发展模式、政策等理论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的交叉知识。【毕业要求 2：学

科知识】 

课程目标 2：理解文化产业的最终产品——文化产品和服务必须要创新才

能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激发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具有现代文化

创新精神，具备文化产业创新能力、文化产品研发设计能力、传统文化创意转

化能力等，同时提高学生运用课程基本理论知识发现文化产业领域问题，并具

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学习文化产业的投融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

文化项目管理等理论知识内容，学生具备良好文化产业管理团队合作能力、协

作能力和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文化产业管理中发挥积极

作用，有效发挥个人角色达成团队目标。【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4：理解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认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特殊性，

领悟文化产业意识形态管理要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到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对于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切身感受，

提升文化自信心，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强化学生的

专业素质，并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毕业要求 1：品德修养】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1：品德修养 1.1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4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6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案例法 

启发式教学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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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课程目标 2/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6 

第五章 课程目标 1/2/4 
讲授法、案例法 

启发式教学法 
6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2/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6 

第七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讨论法 

启发式教学法 
6 

第八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案例法 4 

第九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4 

第十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2 

合计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导论 

【学习目标】 

1.辨认文化与文化产业 

2.解释精神产品与文化产业 

3.归纳文化产业的结构和分类 

【课程内容】 

1.文化与文化产业 

2.精神产品与文化产业 

3.文化产业的结构和分类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业的概念和基本分类；纯精神产品、准精神产品和泛精神

产品的基本概念及区别。 

2.难点：纯精神产品、准精神产品和泛精神产品的基本概念及区别。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详细讲解文化产业的概念和基本分类、文化产品分类、文化产

业的结构和分类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讨论法结合  老师举例说明文化的产业化过程和产业的文化化

过程，提问学生并要求学生也举例讨论，老师加以引导与评价。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102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理解文化产业的概念。 

2.纯精神产品、准精神产品和泛精神产品的基本概念及区别。 

3.举例说明何谓文化的产业化过程和产业的文化化过程。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二章 文化产业管理的体系与层次 

【学习目标】 

1.描述文化产业的产业组织要素 

2.叙述文化产业管理的基本层次 

3.归纳文化产业管理的基本体系 

【课程内容】 

1.文化产业的产业组织要素 

2.文化产业管理的基本层次 

3.文化产业管理的基本体系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业管理的基本层次 

2.难点：文化产业管理的基本体系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详细讲解文化产业的产业组织要素、基本层次和基本体系等理

论知识。 

2.讨论法  老师提出讨论的主题——文化产业管理的基本层次与基本体系

之间的关系，鼓励学生讨论，老师加以引导与评价。 

3.案例法  采用丰富的案例讲解，如影视产业管理的主要部门、中国·梦

谷——上海西虹桥文化创意产业园、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演出剧场、

祁县红海玻璃文化产业创意园等，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学习的理解。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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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 

1.文化产业的产业组织要素。 

2.文化产业运行的参与主体。 

3.文化产业管理的基本内容。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三章 文化产业的宏观调控 

【学习目标】 

1.分析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理论基础） 

2.叙述文化产业的统计、监测和评价 

3.描述文化产业的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 

4.总结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手段 

【课程内容】 

1.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理论基础） 

2.文化产业的统计、监测和评价 

3.文化产业的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 

4.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手段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理论基础）； 

文化产业的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手段 

2.难点：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理论基础）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详细讲解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方法、手段等

基本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结合  采用完整的文化案例讲解文化产业对经济

总体贡献的主要途径，启发学生思考主要途径的三个阶段之间的联系。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认真查阅手机学习通上传的相关学习资料。 

【复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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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产业对经济总体贡献的基本机制和途径。 

2.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任务、方法。 

3.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以及各自的作用和功能。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四章 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管理 

【学习目标】 

1.阐述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 

2.描述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意识形态管理的模式 

3.分析我国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管理 

【课程内容】 

1.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 

2.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意识形态管理的模式 

3.我国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管理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我国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管理 

2.难点：我国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管理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详细讲解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我国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管理

等基本理论知识，简要分析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意识形态管理的模式。 

2.案例法  采用丰富的案例讲解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我国文化产业的意

识形态监管手段。 

3.讨论法   老师提出讨论的主题——我国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管理的方

式的优化问题，鼓励学生讨论，老师加以引导与评价。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主动浏览并了解我国意识形态监管机关官网信息 。  

【复习与思考】 

1.举例说明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 

2.论述我国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监管的主要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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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阐述我国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管理手段。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五章 文化产业的政策管理 

【学习目标】 

1.描述产业政策的概念和功能 

2.分析文化产业政策的构成与特点 

3.分析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工具与措施 

4.总结中国文化产业政策 

【课程内容】 

1.产业政策的概念和功能 

2.文化产业政策的构成与特点 

3.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工具与措施 

4.中国文化产业政策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业政策的构成与特点；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工具与措施 

2.难点：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工具与措施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产业政策及文化产业政策的概念、功能、特点，详细讲解

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工具与措施，重点讲解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结合  在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容的讲解过程中，

老师引入各国案例讲解，如美国政府产业结构政策与产业结构变迁、美国的文

化政策、日本的文化产业政策、中美电影市场的协议、韩国文化产业政策对电

子游戏和影视娱乐业的支持等，与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形成对比，启发学生思

考，如何完善我国的文化政策。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积极主动浏览文旅部官网，关注我国的文化政策。  

【复习与思考】 

1.论述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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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述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内容。 

3.论述文化产业政策的特殊性。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3.提供文旅部《“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全文及 PPT 

 

第六章 文化产业投融资管理 

【学习目标】 

1.叙述金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分析文化产业投融资管理体制 

3.比较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4.分析文化产业投融资担保管理体制 

5.叙述文化产权交易制度 

【课程内容】 

1.金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文化产业投融资管理体制 

3.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4.文化产业投融资担保管理体制 

5.文化产权交易制度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业投融资管理体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文化产业投融资担保管理体制； 

2.难点：文化产业投融资管理体制；文化产业投融资担保管理体制；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详细讲解金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点讲解文化产

业投融资管理体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文化产业投融资担保管理体制，

简要讲解文化产权交易制度。 

2.案例法与讨论法结合  结合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北京市顺义区中小企业集合票

据、山东省诸城市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山东省寿光市“三农”中小企业集合票

据等诸多案例，引导学生围绕“如何创新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产品”进行讨论，

老师总结并评价。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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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在中国知网平台查阅文化投融资方面的论文进行自学。  

【复习与思考】 

1.简述金融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 

2.简述文化产业投融资的主要方式。 

3.简述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模式。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3.提供论文资料：  

李洁 .试论我国中小微文化企业众筹融资模式 [J].传媒与教育，

2016(01):124-128. 

吴龙生，刘盈含，徐翀.数字金融发展对文化传媒上市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J].中国出版,2023(14)：41-45.（北大核心 CSSCI） 

 

第七章 区域文化产业规划与布局 

【学习目标】 

1.分析文化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2.叙述区域文化产业的区位分析和发展原则 

3.阐述区域文化产业规划与布局 

4.分析区域文化产业政策  

【课程内容】 

1.文化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2.区域文化产业的区位分析和发展原则 

3.区域文化产业规划与布局 

4.区域文化产业政策  

【重点、难点】 

1.重点：区域文化产业的区位分析和发展原则；区域文化产业规划与布局；

区域文化产业政策 

2.难点：区域文化产业规划与布局；区域文化产业政策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详细讲解文化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重点讲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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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产业的区位分析和发展原则、规划与布局和政策。 

2.讨论法与启发式教学法结合  老师提出讨论主题——当前我国（山西省）

的区域文化产业规划与布局状况及趋势，由老师启发式进行讨论，启发学生思

考新的问题——区域文化产业政策如何更好地落实。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简述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区位因素及其作用。 

2.简述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布局与规划的主要目标。 

3.简述区域文化产业的主要政策及其主要内容。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八章 区域文化产业集群发展 

【学习目标】 

1.说出产业集群的概念 

2.分析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运行机制 

3.阐述城市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 

4.分析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与管理 

【课程内容】 

1.产业集群的概念 

2.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运行机制 

3.城市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 

4.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与管理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城市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 

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与管理 

2.难点：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与管理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详细讲解产业集群、文化产业集群的概念，重点讲解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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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城市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与管

理等基本知识。 

2.案例法   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与管理内容的讲解，结合我国特别是山西

的文化产业园实例进行，促使学生了解山西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现状及发展趋

势。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自行查阅山西的文化产业园区。  

【复习与思考】 

1.分析文化产业集群的参与主体。 

2.简述城市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3.简述文化产业园区的形成和发展模式。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九章 文化企业管理 

【学习目标】 

1.描述文化企业管理的基本内容 

2.分析文化企业的战略管理 

3.阐述文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4.总结文化企业的投资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 

【课程内容】 

1.文化企业管理的基本内容 

2.文化企业的战略管理 

3.文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4.文化企业的投资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企业的战略管理；文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文化企业的投资管理、营销管理 

2.难点：文化企业的投资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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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  详细讲解文化企业管理的基本内容，重点讲解文化企业管理的

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营销管理，简要讲解文化企业管理的投资管理和财

务管理。 

2.案例法   对于文化产品的定价策略的内容讲解，主要采用案例讲解。 

3.讨论法  老师提出讨论的主题——当前我国文化企业的投资方式；如今

文化产业的人才定位问题；文化产品的营销策略与数字化之间的关系等，引导

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老师总结与评价。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论述文化企业管理的基本内容。 

2.简述战略联盟的主要形式。 

3.简述文化产品的定价策略。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十章 文化项目管理 

【学习目标】 

1.叙述项目管理的一般理论 

2.分析文化项目的范围与计划管理 

3.分析项目团队 

4.比较项目资金筹措与成本控制 

5.判断项目进程控制  

【课程内容】 

1.项目管理的一般理论 

2.文化项目的范围与计划管理 

3.项目团队 

4.项目资金筹措与成本控制 

5.项目进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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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1.重点：项目管理的一般理论；项目团队；项目资金筹措与成本控制 

2.难点：项目资金筹措与成本控制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简要讲述项目管理的一般理论，详细讲解文化项目的范围与计

划管理、项目团队，重点讲解文化项目资金筹措与成本控制、进程控制。 

2.讨论法  老师提出讨论的主题——如何组建项目团队？老师引导学生结

合学校大创项目团队及比赛团队的组建展开讨论。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简述文化项目管理的基本内容。 

2.简述文化项目的融资风险以及如何控制项目的融资风险。 

3.简述文化项目成本控制的方法。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五、实践教学安排 

分组实践作业，搜集各市县文化产业园区的资料，每组整合一个 word，做

一个 15分钟的汇报 PPT，word和 ppt都以组和区域命名，由组长具体分配成员

的作业具体任务，大概半个月完成，相关资料由组长上传到手机学习通 APP。

汇报可以由 1-3个人进行，也可以由 1个人汇报，各组组长于组员商量决定。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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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测试（作业）、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测试（作业）、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思想信念：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十二、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考勤：记录完全参与、不完全参与、不参与等情况，酌情计分。 

      （参与迟到扣 3 分/次，请假不参与扣 5/次，无故不参与扣 10 分/

次）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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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完 全 参 与 满

分，有假条请

假不参与酌情

扣分 

参与迟到次数

超过 4 次或请

假次数超过 3

次  

无故不参与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不参与 2

次，有迟到或

请假次数适中 

无故不参与 3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多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文化产业

管理概论 

李向民，

王晨 

清华大学出版

社 

2022年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论.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2 . 

[2]陈少峰等.中国文化企业品牌案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 (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罗纪宁.中国文化营销.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   

[5]白藕.新时代文创产品设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2-4天时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利用周末，自由选择景区、博物馆或其他

文化市场进行实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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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文化资源概论》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资源概论  Cultural Resources Science 

 
课程编码 232610108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中国文化史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修读学期 3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48，实践学时 0 ）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学生了解我国文化资源的重要

平台，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具体落实，为学生奠定重要的文化素

养和专业基础，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使学生获得文化资源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引导学生加强学习历史、民

族、民俗、宗教、红色等方面资源知识，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2.让学生深刻认识并思考当前我国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普遍

问题，培养学生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促使学生提升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具备创新能力和研发设计能力，

同时培养学生保护文化资源的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提高学生人际沟通修养。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获得关于历史学、考古学、美学、宗教学、艺术学、文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方面的知识，获得关于文化资源如分类、价值、保护与开

发利、产业化等基本理论知识，深刻认识文化资源的特殊价值，深刻理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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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获得当前我国文化资源发展的整体概况知识，

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毕业要求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2：认识到我国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对于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发挥的作用，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切身感

受，提升文化自信心。深刻理解文化资源的精神性、传承性、稀缺性，要牢牢

记住对于文化资源“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理

解文化资源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增强家国情

怀，自觉提高时代使命感，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专业素养。【毕业要求 2：学

科知识】 

课程目标 3：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宣传及文化资源产业化案例分析小组合

作学习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语言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协调能力，

使用计算机等智能工具查阅并整合相关资料的能力，以及具备一定的报告写作

能力。【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课程目标 4：激发学生探索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沿问题，在以后从事文

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工作方面具备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具备文化资源产品的研

发设计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初步学术研究能力

和终身学习能力。【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4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12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实物法、案例法 10 

第四章 课程目标 1/2/4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 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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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法 

第五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 8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讨论法 4 

合计  48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资源概述 

【学习目标】 

1.定义文化资源的基本概念 

2.归纳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 

【课程内容】 

1.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理解 

2.文化资源的内涵与外延 

3.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资源的基本概念；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 

2.难点：文化资源的基本概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清楚文化资源的基本概念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 对于文化资源的多重理解及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提问学生并举

例说明，老师加以引导与评价 

3.讨论法 文化、资源、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组织学生讨论。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举例说明文化资源的概念。 

2.阐述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15个）。  

3.列举家乡的文化资源，要求分类说明。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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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二章  文化资源的类别 

【学习目标】 

1.记住文化资源的分类依据 

2.总结不同文化资源的特点 

3.区分不同类别的文化资源 

【课程内容】 

1.历史文化资源 

2.民族文化资源 

3.民俗文化资源 

4.宗教文化资源 

5.红色文化资源 

6.其他文化资源 

【重点、难点】 

1.重点：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 

2.难点：宗教文化资源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清楚各类文化资源的基本概念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 举丰富案例讲解各类文化资源，同时，引导学生也举例参与 

3.互动法 民族文化资源与民俗文化资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采用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的方法展开学习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利用新媒体，多关注与文化资源相关的视频，多了解各类文化资源。 

【复习与思考】 

1.历史文化资源的特征。 

2.补充文化资源的其他类别。 

3.如何理解智能文化资源。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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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纪录片《民族影像志•牯藏》学习资料 

 

第三章 文化资源的功能与价值评估 

【学习目标】 

1.描述文化资源的属性与功能。 

2.分析文化资源的价值。 

3.总结文化资源的价值评估的方法。 

【课程内容】 

1.文化资源的属性与功能 

2.文化资源的价值 

3.文化资源的价值评估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资源价值的主要特征 

2.难点：文化资源价值的主要特征；文化资源的价值评估方法与指标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各类文化资源的价值体现、价值考量基础等理论知识。 

2.实物法：展示“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秘色瓷莲花碗”开发的文创产

品——书签，引起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思考文物资源的价值，并自行设计相关

的其他文化产品。 

3.案例法：老师提供案例“基于 CVM 的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以历

史文化名城阆中为例”，分组讨论阆中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并设计一套调研问

卷，不得少于 10道题。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文化资源的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 

2.文化资源的价值成因、主要特征。 

3.文化资源的价值评估方法及其指标体系。 

【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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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节练习试题   

2.提供山西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甘肃博物馆等的公众号。 

 

第四章 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学习目标】 

1.描述文化资源保护的背景与重要性 

2.分析文化资源的产权保护体系机制 

3.总结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原则、标准、实践 

【课程内容】 

1.文化资源的保护 

2.文化资源的产权保护 

3.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与标准 

4.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资源保护的途径和原则、标准、保护方式； 

文化资源的产权保护体系； 

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与举措 

2.难点：文化资源的产权保护体系机制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文化资源的保护背景、产权保护体系机制、保护开发

利用的原则、标准、实践等理论知识。 

2.启发式教学法：关于知识点“构建文化资源产权保护体系机制”这部分

内容在理解上有难度，教材上的三个机制并非定论，所以，此部分的学习采用

启发式教学法，老师引导，以学生为主体展开思考与讨论。 

3.案例法：老师提供“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以

湖南韶山毛泽东故里为例”案例，分析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及效果，引发

学生对于红色文化资源价值与社会效应的思考。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自行寻找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进行学习，结合课堂

所学理论知识进行分析，总结成功经验，分析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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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 

1.如何理解教材所讲的构建文化资源的产权保护体系机制。 

2.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保护与利用、保护传承与创新开发的关系。 

3.如何理解文化资源的多项综合开发。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提供知网论文，供学生个性化学习使用 

董 雪 梅 , 章 军 杰 . 试 论 文 化 资 源 的 产 权 保 护 [J]. 理 论 学

刊,2013(01):111-114.（北大核心 CSSCI） 

 

第五章 文化资源的产业化 

【学习目标】 

1.描述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内涵、意义、理论依据、基本原则 

2.叙述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基本原则、战略选择、国际经验、主要途径 

3.分析我国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整体概况 

【课程内容】 

1.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理论分析 

2.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基本原则、战略选择 

3.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国际经验、主要途径 

4.我国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基本原则、战略选择； 

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国际经验、主要途径 

我国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2.难点：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理论依据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理论依据、基本原则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使用丰富的各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案例分析文化资源

产业化的国际经验；学生举例分析文化资源产业化的主要途径，并形成 PPT 汇

报。 

3.讨论法：对于教材中分析的关于我国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制约因素展开讨

论，引发学生思考，尽信书不如无书。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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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除了课堂作业之外，要求学生再寻找文化资源产业化案例，结合课堂所

学理论知识进行分析，总结产业化的经验。 

【复习与思考】 

1.举例说明文化资源产业化的主要途径。 

2.我国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不局限于教材所讲）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六章 文化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 

【学习目标】 

1.定义并掌握文化资源整合的概念、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涵义 

2.分析文化资源整合的原则、方法、作用等 

3.总结有效配置文化资源的实现途径 

【课程内容】 

1.文化资源整合的概念、必要性 

2.文化资源整合的原则与维度 

3.文化资源整合的方法和举措 

4.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涵义、作用与意义、原则 

5.有效配置文化资源的实现途径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资源整合的概念、原则、方法与举措； 

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涵义、作用与意义、原则 

有效配置文化资源的实现途径 

2.难点：有效配置文化资源的实现途径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各类文化资源的保护背景、产权保护体系机制、保护

开发利用的原则、标准、实践等理论知识。 

2.讨论法：引导学生讨论更加有效地配置文化资源的途径，不局限于教材

所列途径。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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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深入学习“更加有效地配置文化资源的途径”，能够谈谈自己的看法。 

【复习与思考】 

1.文化资源整合的方法。 

2.如何更加有效地配置文化资源，即实现途径。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五、实践教学安排 

分组完成某一项文化资源产业化案例分析，并以小组形式进行课堂汇报，

提升学生对于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实践运用能力。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测试（作业）、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测试（作业）、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专业素养：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十三、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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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课堂参与：记录完全参与、不完全参与、不参与等情况，酌情计分。 

      （参与迟到扣 3 分/次，请假不参与扣 5/次，无故不参与扣 10 分/

次）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文化资源概论》）。 

（二）评分标准 

示例：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完 全 参 与 满

分，有假条请

假不参与酌情

扣分 

参与迟到次数

超过 4 次或请

假次数超过 3

次  

无故不参与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不参与 2

次，有迟到或

请假次数适中 

无故不参与 3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多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      

九、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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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雅岚.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5. 

[2]姚伟钧.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武汉：

华      

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谈国新.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与产业化开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2012. 

[4]柏定国.文化品牌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吕庆华.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太原：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 

[6]牛淑萍.文化资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2-4天时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利用周末，自由选择景区、古村落、博物

馆等地进行实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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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与策划》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创意与策划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Planning 

 
课程编码 232610109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资源概论 修读学期 4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36，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薛雨辰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文化创意与策划》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一门具备实践

性与应用性的课程。文化创意与策划这项活动贯穿于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全产

业链，是文化产业市场化运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创意的优劣、策划的好

坏直接关系到内容生产与文化传播主体能否真正把握市场机会、规避投资风险、

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和文化传播效果，是实现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必备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和能力、素养： 

1.培养学生创意思维，使其掌握策划的方法，体悟文化创意产品的创意设

计点，并能够将创意策划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2.培养学生在影视文化产品、广告文化产品、动漫文化产品、旅游文化产

品等方面的创意策划实践能力，为其以后进入文化事业单位与文化企业从事相

关工作打下基础。 

3.使学生明确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文创、文博、文旅、影视产

业等热门行业发展趋势，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4.开拓学生发散性思维，锻炼学生创造力，培养学生文案撰写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 

 

三、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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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具备文化创意策划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创意思维、掌握策

划的方法，明确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原则与途径、文化创意产业的组织形态，

并在学习中获取相关的艺术学、美学、传播学、营销学等跨学科知识。【毕业要

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2：能够了解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与未来趋势，明

晰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各领域如文博、文旅、影视、广告、新媒体等行业现状，

具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当代优秀文化的深刻认知与文化自信，拥有正确的文

化观，关注当前文化创意产业中新文化现象与热点事件，具备将中华文化元素

转化为文化产品的文化创新意识与习惯。【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2】 

课程目标3：能够在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领域中开展基本的创意策划活动、

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策划与营销、文化项目策划等，如撰写广告文案、

进行短拍摄剪辑、旅游宣传推广、文创产品研发设计等，自觉承担起运用文化

创意策划活动进行文化传承与文化弘扬的时代责任，具备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

际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1】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1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文化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 4 

创意的基本概念与原则 课程目标 1、3 
讲授法、案例法、心理测验、

课堂实践 
6 

策划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课程目标 1、3 讲授法、案例法、课堂实践 6 

文化产品的创意与策划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与启发式教

学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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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与启发式教

学法 
6 

广告文化产品的创意和

策划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课堂实践 6 

影视文化产品的创意和

策划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与启发式教

学法、课堂实践 
6 

动漫文化产品的创意与

策划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与启发式教

学法 
4 

网络文化产品的创意与

策划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 2 

旅游文化产品的创意与

策划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 2 

合计  48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的特点及中西方对于文化的理解 

2.理解文化类型学说与文化形态学说 

3.明晰文化与创意策划的关系 

【课程内容】 

1.文化的含义与五大特点，中西方历史上学者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 

2.不同历史文化观下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学说 

3.文化与创意策划的关系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的特点、中西方对于文化的理解 

2.难点：文化类型与三大文化形态，尤其是斯宾格勒的文化学说、梁漱溟

的文化三路向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文化的含义、特点、类型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对于文化的特点及文化类型等知识辅以案例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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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求】 

1.课前自觉预习、课上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勤于思考，踊跃回答问

题，参与讨论。 

2.课后参阅学习资源及参考书目，完成复习与思考题，从而巩固课堂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看待地理决定论？ 

2.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是否可以进行转化？ 

3.文化形态与文化类型的差异？ 

【学习资源】 

1.推荐阅读：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2.推荐阅读：斯宾格勒的文化分类——《西方的没落》 

3.回顾《中国文化史》课程中关于“文化”的基础章节知识 

 

 

第二章  创意的基本概念与原则 

【学习目标】 

1.明晰创意的基本类型与主要特点 

2.掌握创意思维方法 

3.能够从创意四环节的角度理解创意的程序 

【课程内容】 

1.创意的含义、类型与特点 

2.创意的原则、先决条件、思维方法 

3.创意的程序与步骤，创意四环节 

【重点、难点】 

1.重点：创意的思维方法——破除思维定势、逆向思维法、灵感诱导法、

思维导图法 

2.难点：创意四环节——准备创意、构思创意、形成创意、完善创意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创意的类型、特点、思维方法、环节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在创意思维方法、创意的程序部分举丰富案例尤其是广告界的

创意例子，进行启发式教学 

3.心理测验：通过课堂伊始的心理小测验考察学生的创意思维并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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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堂实践：运用小练习演练逆向思维法、破除学生思维定势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文化的基本知识，并自觉预习本章节内容 

2.课堂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针对课堂所讲原创型和再创型创意各举一例影视作品 

2.思考从需求出发和从资源出发的创意有什么差别？ 

【学习资源】 

1.知识拓展：大卫·奥格威－－从农夫到广告教皇的传奇 

2.推荐电影：冯小刚《私人订制》 

 

 

第三章 策划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策划的类型，理解策划的特点 

2.掌握专家意见法、头脑风暴法 

3.明晰策划的程序与步骤 

【课程内容】 

1.策划的含义、基本元素，策划的类型，策划的特点 

2.策划的原则，策划的方法：专家意见法、头脑风暴法 

3.策划的程序与步骤 

【重点、难点】 

1.重点：专家意见法、头脑风暴法 

2.难点：策划的程序与步骤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策划的特点、方法、程序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讲解“危机公关（文化经纪人）”实例，明确公共关系活动策划

方案中应注意的事项 

3.课堂实践：运用小练习演练头脑风暴法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创意的基本知识，并自觉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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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 

1.专家意见法的特征与优势 

2.头脑风暴法的四项原则 

【学习资源】 

1.章节后练习题 

2.哔哩哔哩网站短视频：影视策划的主要工作内容 

 

 

第四章 文化产品的创意与策划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产品的含义、文化产品的类型，理解文化产品的特点 

2.掌握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原则与方法 

3.明晰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程序 

【课程内容】 

1.文化产品的含义、文化产品的类型，文化产品的特点 

2.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原则、方法与策略 

3.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程序与步骤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方法——整合共赢、重点突出、步步为营、

灵活机动 

2.难点：文化产品的特点；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原则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文化产品的类型、特点，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原则与方法、

程序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针对“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文化产品创意策

划的原则”等部分知识，运用“近年来文化产业领域社会效益恶劣案例”“国货

美妆对传统非遗元素的应用案例”进行分析，启发学生对于文化产品创意策划

的思考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策划的基本知识，自觉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你认为是否应该下架劣迹艺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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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举例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整合共赢方法进行说明 

【学习资源】 

1.教材章节后的延伸资料   

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21.12.14） 

 

 

第五章 文化创意产业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含义、特点 

2.熟知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类型及其组织形态 

3.掌握文化创意产业链及其各环节 

【课程内容】 

1.文化创意产业的含义与特点 

2.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类型、文化创意产业的组织形态、文化创意产业链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文化创意产业的组织形态 

2.难点：文化创意产业链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结构类型、组织形态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分析“品牌与文化 IP的跨界联名：李宁服饰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花西子美妆对于东方美学的展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等案例，对文化创意的特点进行论证，启发学生的思考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举例说明“文化工业”在如今文化产业中有哪些表现 

2.思考文化 IP 与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关系 

【学习资源】   

1.网页链接：百度百科——文化经纪人需要具备的素质 

多栖名人韩寒的商业版图 

2.推荐公众号“言之有范”，关注其中和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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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广告文化产品的创意和策划 

【学习目标】 

1.掌握广告文化产品的类型 

2.理解广告文化产品的特征，了解广告产品创意与策划的原则 

3.学会广告产品进行创意设计的策略 

【课程内容】 

1.广告文化产品的类型：按照广告说服方式的分类、按照广告介质的分类、

按照广告对象的分类、按照广告地域的分类、按照广告接受群体的分类。 

2.广告文化产品的特征：文化性、艺术性、符号性 

3.广告产品创意与策划的原则 

4.广告产品进行创意设计的策略 

【重点、难点】 

1.重点：广告文化产品的类型、广告产品进行创意设计的策略 

2.难点：广告文化产品的特征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广告文化产品相关的类型、特征、创意策划的原则与

策略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课堂分析大量经典创意广告案例，如“视觉艺术广告”“融合了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国风广告”“对经典作品的解构类广告”“公益广告”引导

学生讨论广告的创意点与要素 

3.课堂实践：根据课堂所学知识各作业小组寻找 5 个创意广告进行课上展

示，并分析其创意手法 

【学习要求】 

1.复习第二章节与第四章节所学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小组讨论、实践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分析运动饮料宝矿力水特广告的创意元素 

2.哈雷摩托车是如何通过创意广告维系忠实客户的？ 

【学习资源】 

1.哔哩哔哩平台中教师建的经典广告合集收藏夹 

2.大卫·奥格威《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3.刁玉全，皇甫晓涛《广告创意思维教程》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4%F3%CE%C0%A1%A4%B0%C2%B8%F1%CD%F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5%F3%D3%F1%C8%A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B%CA%B8%A6%CF%FE%CC%C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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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影视文化产品的创意和策划 

【学习目标】 

1.掌握影视文化产品的类型与特征 

2.理解影视文化产品创意与策划的原则 

3.学会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创意策划的方法 

【课程内容】 

1.影视文化产品的类型，影视文化产品的特征：结构突破性、视觉修辞性、

生活延伸性 

2.影视文化产品创意与策划的原则：创意原则、艺术原则、技术原则、产

业原则 

3.电影创意策划的方法、电视剧创意策划的方法、网络剧创意策划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影视文化产品的类型、影视文化产品的特征 

2.难点：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创意策划的方法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影视文化产品相关的类型、特征、创意策划的原则与

方法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课堂以大量影视剧作品及影视行业新现象作为

案例进行分析，如“长津湖系列作品”“我国著名第五代导演艺术基调”“甄嬛

传的经典流传”“迷雾剧场”等，引发学生对影视作品的创意策划进行思考  

3.课堂实践：通过鉴赏如《逃出大英博馆》、奥斯卡获奖创意短片等经典影

视短片，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影视鉴赏能力，通过分组撰写短剧本培养

其影视创意策划能力。 

【学习要求】 

1.复习第四、第五章节所学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小组讨论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你认为新主旋律电影“新”在何处？ 

2.归纳我国第六代导演作品的艺术风格 

【学习资源】  

1.2023年中国电视剧/网剧趋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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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动漫文化产品的创意与策划 

【学习目标】 

1.了解动漫文化产品的类型、特征，动漫文化产品的盈利模式 

2.掌握动漫文化产品的创意策划策略 

3.熟悉日本动漫产业与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并能够进行

对比分析 

【课程内容】 

1.动漫文化产品的类型，动漫文化产品的特征，动漫文化产品的盈利模式 

2.动漫文化产品的创意策划策略：强化开发意识、提高文化吸引力、了解

市场需求 

3.日本动漫产业与我国动漫产业 

【重点、难点】 

1.重点：动漫文化产品的创意策划的策略 

2.难点：日本动漫产业与我国动漫产业比较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动漫文化产品的类型、特征、创意策划策略、产业发

展现状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课堂插入中国及国外动漫产业优秀作品及可取

案例进行分析，如“《秦时明月》”“吉卜力工作室”等，引发学生对动漫文化产

品的创意点进行思考，对创意策划知识进行巩固 

【学习要求】 

1.复习第四、第五章节所学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就近些年来国漫崛起谈谈自己的看法？ 

2.美式动漫和日式动漫的区别？ 

【学习资源】 

1.盘剑《轨迹：中国动漫产业发展与动画艺术演进》 

2.《2024中国动漫产业全景报告》 

 

 

 

第九章  网络文化产品的创意与策划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5%CC%BD%A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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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网络文化产品的功能，网络文化产品的总体特征 

2.了解不同类型的网络文化产品如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游、网络演出

等的概况 

3.明确不同类型的网络文化产品的创意策划思路 

【课程内容】 

1.网络文化产品的功能，网络文化产品的总体特征 

2.网络游戏的分类、特点、盈利模式，产品创意策略、产品策划步骤 

3.网络音乐的类型、特点、策划与制作 

4.网络文学的特点、网站类型、创意策划产业链 

5.网络新闻资讯网站类型、盈利模式 

6.网络演出的类型、特点、创意与策划 

【重点、难点】 

1.重点：不同类型的网络文化产品概况 

2.难点：网络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思路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网络文化产品的功能与特征、概况、创意策划策略等理论

知识。 

2.案例法：课堂穿插创意网络文化产品的实例进行分析，如“东方甄选”

“网文庆余年的产业链”“网络音乐 APP版权之争”等，引发学生对网络文化产

品的思考、对其创意策划方法进行体会 

【学习要求】 

1.复习第四、第五章节所学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网络直播存在的问题及规范方法？ 

2.付费资讯的未来？ 

【学习资源】 

1.教材章节课后练习题 

2.《2023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第十章  旅游文化产品的创意与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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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旅游文化产品的特点与分类 

2.明确传统旅游文化产品与旅游文化纪念品创意策划的原则 

3.掌握传统旅游文化产品、旅游文化纪念品的方法 

【课程内容】 

1.旅游文化产品的特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类型 

2.旅游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原则、旅游文化纪念品创意策划的原则 

3.传统旅游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方法、旅游文化纪念品创意策划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传统旅游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的方法 

2.难点：旅游文化纪念品创意策划的方法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旅游文化产品的类型、特征、创意策划的原则与方法等理

论知识 

2.案例法：课堂穿插传统旅游文化产品与创意旅游纪念品的实例进行分析，

如“民俗游之基诺少数民族游记”“盲盒文化”“拟人化文物”等，引发学生对

我国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意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进行思考 

【学习要求】 

1.复习第四、第五章节所学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当前我国新兴的旅游模式有哪些？ 

2.归纳云旅游的发展 

【学习资源】 

1.哔哩哔哩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 

2.2023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 

五、实践教学安排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指

标点 

1 创意思维方法训练 3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 2-2 

2 头脑风暴法实践 3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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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1. 创意思维方法训练 

实践目的：掌握四种创意思维方法，激发学生创意灵感，培养学生逻辑思

维能力。 

实践安排：教师讲解破除思维定势法、逆向思维法、灵感诱导法与思维导

图法；学生分组，4-6人一组；教师通过心理测验与小游戏让学生参与、与学

生互动，分别实践四种方法，深化学生的理解与记忆。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或三维综合实训室。 

实践要求：学生通过做心理测验或参与小游戏体验创意思维的四种方法，

并能够内化于心，用于日后文创产品的创意设计中。每小组组长记录实践成果。 

实践 2. 头脑风暴法实践 

实践目的：了解头脑风暴法遵循的原则与实施方法，培养学生创造力与发

散性思维。 

实践安排：教师讲解头脑风暴法的一般流程与注意事项；选取主题在全班

开展头脑风暴，鼓励所有同学自由发言，遵守头脑风暴会议的四项原则，营造

轻松讨论氛围。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 

实践要求：学生通过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产生灵感，汇聚创意点，并在交

流讨论的过程中培养沟通能力。班委负责记录实践成果。 

实践 3. 创意广告收集分享与广告文案撰写 

实践目的：通过观看经典创意广告、设计广告文案，培养学生的文案撰写

能力、创新思维与创造力。 

实践安排：课下每组学生收集五个创意十足的创意广告并在课堂上分享，

根据所学知识介绍其创意亮点。教师给出某文创产品，各小组围绕此产品撰写

推广营销的广告文案。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3 
创意广告收集分享与

广告文案撰写 
3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4-1 

4 
影视短剧鉴赏与撰写

短剧本 
3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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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或实训室。 

实践要求：学生通过交流分享创意广告案例开拓思路，通过撰写广告文案

实践创意思维与策划能力。组长负责记录实践成果。 

实践 4. 影视短剧鉴赏与撰写短剧本 

实践目的：通过鉴赏如《逃出大英博馆》、奥斯卡获奖创意短片等经典影视

短片，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影视鉴赏能力，通过分组撰写短剧本培养其

影视创意策划能力。 

实践安排：教师讲解剧组的构成、剧本的粗略撰写方法；学生分组，4-6

人一组；小组成员围绕某主题撰写 2000字以内短剧本。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或实训室。 

实践要求：学生撰写短剧本体验影视编剧角色，同时在故事创作过程中体

悟创意，组长记录剧本内容。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实践（10%）。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如创意的基本

概念与原则、策划的基本概念与方

法、文化产品的创意与策划等；

（30-40%） 

课堂参与、作业、实践、期末考

试 

课程目标 2 

行业发展概况、新文化现象与创新思

维：文化的基本概念与特征、文化创

意产业、影视文化产业、旅游文化产

业发展状况等（30-40%） 

课堂参与、作业、课堂表现、期

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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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创新精神与应用能力、实践技能：广

告文化产品、影视文化产品、动漫文

化产品、网络文化产品、旅游文化产

品等的创意与策划（20-30%） 

实践、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十四、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中的 30 分，主要由回答问题、课堂

互动、听课状态等方面来衡量。课堂听课状态佳、能够回答出老师提出的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者可得高分。 

（2）作业：平时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40 分，每学期布置 2 次平时作业，每

次作业满分 100分，主要以客观或主观题目为主。 

（3）课堂参与：课堂参与占平时成绩中的 20 分，主要通过点名和出勤率

考察，全勤记为 20 分，缺勤一次减 5分，三次以上缺勤不能参加期末考核，课

程修读无效。 

（4）实践：实践环节占平时成绩的 10 分，主要考核依据为课堂实践环节

表现情况、讨论的参与度、提交材料的完整度等。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文化创意与策划》期末试题评分标准。 

 

（二）评分标准 

示例：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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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全勤满分，有

假条请假酌情

扣分 

迟到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 故 旷 课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旷课2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适中 

无故旷课 3次 

有迟到或请假次

数多 

4 实践 

分组课堂讨论

热烈，有自己

的 创 新 性 想

法，实践材料

提交规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较为热烈，实

践材料提交比

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一般，有

提交实践材料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较差，提

交的实践材料

质量低 

未进行分组课堂

讨论，无法提交

实践材料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文化创意与

策划（第 2

版） 

谢梅，王

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严三九，王虎.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08. 

[2]陈欣，罗政.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05.  

十、课程学习建议 

  需在课余时间对文化创意产业主要领域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投入更多

关注，如阅读网文、观看演出、外出旅游，欣赏创意广告与影视剧作品，参观

博物馆等，在此过程中体悟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勤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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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心理学》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消费心理学  Cultural Consumer Psychology 

 

 

课程编码 232610110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资源概论 修读学期 4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48） 

执笔人 薛雨辰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文化消费心理学》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本门课程研究消

费者在文化消费行为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心理规律，是消费心理学在

文化领域内的应用，文化消费心理研究涉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消费心理学、

市场营销学、文化资源学等方面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趋势。本门课程在培养

学生的职业能力与促进其职业素养的养成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 

1.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文化消费心理学的基础理论，能够根据个体特质预见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了解主要文化消费群体的一般心理。 

2.要求学生学会分析消费者对各种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消费心理及其影

响因素，尤其是影视产品、网络媒体产品、旅游餐饮服务、演艺娱乐服务、文

博文创产品等。 

3.要求学生能够根据文化消费心理的学习科学预测消费者购买动机、购买

行为，培养其市场分析与预测能力、心理洞察能力，为今后在文化企业及市场

营销行业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4.通过讲解文化消费领域的不良消费行为与不当消费心理，引导当代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抵制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不超前消费、

不透支消费，倡导勤俭节约、科学消费、健康消费、适度消费与合理消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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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领域反对盗版文化产品，支持正版影、音、书，在网络文化产品消费

方面要有辨识能力，注意网络场域内的言行举止，助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

论环境。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了解当前文化消费的特征、文化消费的新热潮。掌握心理学

的主要分支与派系，尤其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流派，明

晰文化消费心理学的消费心理学基础、社会心理学基础，初步建构起文化消费

心理学的基础知识体系。【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2：通过对个体文化消费群体、群体文化消费心理、社会文化消

费心理的学习，能够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出发综合分析消费者的文化消费

行为与消费心理，尤其是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群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在文

化消费领域，尊重知识产权，在日常生活中反对盗版文化产品。【毕业要求 2：

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3：能够结合文化产业各细分领域如影视产业、网络媒体、旅游

餐饮业、演艺娱乐业的发展现状与产品、服务的特点，运用消费心理学知识剖

析消费者消费每类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行为、心理因素及影响因素。具备从

业者应有的心理洞察能力、市场分析与预测能力。【毕业要求 5：信息素养 5-2】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5：信息素养 5-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消费心理与文化消费心理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 4 

文化消费心理学的理论基

础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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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文化消费心理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案例法、心理

测验 
8 

群体文化消费心理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

式教学法 
8 

传统、环境、科技与文化

消费心理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案例法 4 

影视媒体消费心理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

式教学法、影视鉴赏 
6 

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消费

心理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

式教学法 
6 

旅游、餐饮消费心理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

式教学法 
6 

合计  48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消费心理与文化消费心理 

【学习目标】 

1.了解消费心理、文化消费、文化消费心理及其关系 

2.理解文化消费的特征 

3.明晰研究文化消费心理的意义 

【课程内容】 

1.课程导入——文旅融合掀起文化消费新热潮 

2.消费心理与文化消费心理 

3.文化消费的起源、增长、定义与内容 

4.文化消费的传承性、圈层性、创造性 

5.明晰研究文化消费心理的意义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消费的传承性、圈层性、创造性 

2.难点：课程导入——文旅融合掀起文化消费新热潮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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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讲解清楚文化消费的定义、内容、特征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对于文化消费的创造性、传承性、圈层性等知识辅以“汉服消

费与旅游”“《甄嬛传》粉丝参与式创作形成的‘甄学’”等案例讲解 

【学习要求】 

1.课前自觉预习、课上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勤于思考，踊跃回答问

题，参与讨论 

2.课后参阅学习资源及参考书目，完成复习与思考题，从而巩固课堂知识 

【复习与思考】 

1.谈谈你感受到的暑期旅游热潮？ 

2.大学生特种兵式旅游的消费心理？ 

【学习资源】 

1.推荐阅读：范周《时代变迁下的中国文化消费》 

2.推荐阅读：享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 

 

第二章  文化消费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学习目标】 

1.明晰文化消费的消费心理学基础、社会心理学基础 

2.掌握文化消费的心理学基础 

【课程内容】 

1.心理学及其发展概述、心理学对文化消费心理学的意义 

2.消费心理学及其发展概述、消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3.社会心理学及其发展概述、社会心理学对文化消费心理学的意义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西方心理学及其主要思想 

2.难点：中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趋势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中与课程相关的基础理

论 

2.启发式教学法：通过讲解西方心理学三大范畴，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归纳

与进一步思考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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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文化消费及其心理的基本知识，并自觉预习本章节

内容 

2.课堂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思考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七大范畴是否有矛盾与冲突之处 

2.行为主义的贡献与局限性？ 

【学习资源】 

1.推荐阅读：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2.推荐阅读：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第三章 个体文化消费心理 

【学习目标】 

1.明确影响文化消费的诸多个性心理特征 

2.掌握个体心理特征与文化消费的相互作用 

【课程内容】 

1.感觉、知觉与文化消费心理 

2.记忆、学习与文化消费 

3.能力、态度与文化消费 

4.气质、性格与文化消费 

【重点、难点】 

1.重点：能力、态度与文化消费，记忆、学习与文化消费 

2.难点：感觉、知觉与文化消费心理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个体心理特征的理论知识 

2.案例法：围绕感觉讲解“文物与色彩、错觉图片”等实例，围绕记忆讲

解“怀旧营销”等案例、围绕态度讲解“粉丝经济、饭圈”等案例 

3.心理测验：测试自己的气质类型与性格类型（16型人格测试）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并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看待“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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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举例论证知觉的理解性 

【学习资源】 

1.影视作品：感受宫廷剧《延禧攻略》中服化道的色彩搭配 

2.哔哩哔哩网站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 

 

第四章 群体文化消费心理 

【学习目标】 

1.了解群体、消费者群体及文化消费群体 

2.掌握文化消费群体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3.熟知主要文化消费群体的一般心理 

【课程内容】 

1.群体及其分类、消费者群体、文化消费者群体 

2.不同群体文化消费心理的特点、隶属群体及参照群体对消费者文化消费

心理的影响 

3.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心理 

【重点、难点】 

1.重点：不同年龄文化消费群体的一般心理 

2.难点：参照群体对消费者文化消费心理的影响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中观层面的群体与文化消费的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针对“趣缘群体”“隶属群体与参照群体对消费

者文化消费心理的影响”等部分知识，运用“Z 世代小众文化圈”“口碑营销”

等案例进行分析，启发学生对于“文化消费群体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的思考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个体消费心理的基本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错失恐惧症”的深层心理学原因是什么？ 

2.总结归纳“Z 世代群体文化消费的特征” 

【学习资源】 

1.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 

2.澎湃新闻《315 调查｜饭圈、水军刷分控评，豆瓣评分还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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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传统、环境、科技与文化消费心理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环境与文化消费心理 

2.掌握文化传统与文化消费心理 

3.熟知科技进步与文化消费心理 

【课程内容】 

1.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文化消费习俗、不同宗教文化传统中的文化消费

习俗、不同节日文化传统中的文化消费习俗、不同地域文化传统中的文化消费

习俗 

2.社会环境与文化消费心理 

3.科技进步与文化消费心理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传统与文化消费心理 

2.难点：社会环境与文化消费心理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宏观环境如文化传统、社会、科技等方面与文化消费心理 

2.案例法：针对文化传统与文化消费心理，分析“少数民族的文化消费意

义、山西传统岁时节日中的文化消费”等案例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群体与文化消费心理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归纳山西省内传统节日中的消费习俗 

2.思考“元宇宙”对于当前及未来文化消费可能带来的影响 

【学习资源】   

公众号“言之有范”关注其中“社会环境、宏观政策与文化消费”相关的

推文 

 

 

第六章 影视媒体消费心理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影视产业中影视产品的消费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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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影响影视媒体消费心理的因素 

【课程内容】 

1.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影视产品的消费状况 

2.影响影视媒体消费心理的因素：娱乐心理因素、时尚心理因素、从众心

理因素、品牌消费心理因素、消费者心理因素、营销手段因素、文化心理因素 

【重点、难点】 

1.重点：影响影视媒体消费心理的因素 

2.难点：中国影视产品的消费现状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影视媒体消费心理的相关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课堂分析经典影视作品案例，如“电影《八佰》

的营销”“韩剧引领的时尚潮流”“2023中国网剧发展报告”等，引导学生思考

优秀影视作品出圈背后的消费者心理 

3.影视鉴赏：腾讯视频 X剧场《漫长的季节》片段 

【学习要求】 

1.复习第三章与第四章所学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小组讨论、实践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娱乐功能使影视产品趋向于迎合大众心理需求。你认为当代影视作品娱

乐性与艺术性存在巨大的分野吗？为什么？ 

2.思考中国观众消费国漫电影的多重心理 

【学习资源】 

1.2023年中国电视剧/网剧发展趋势报告 

 

第七章 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消费心理 

【学习目标】 

1.掌握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的消费特点 

2.理解影响纸质媒体、网络媒体消费心理的因素 

【课程内容】 

1.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定义与异同、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消费特点比较

（成本、信息内容、即时性、真实性、便捷性、互动性、传播要素） 

2.影响纸质媒体、网络媒体消费心理的因素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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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消费特点比较 

2.难点：影响纸质媒体、网络媒体消费心理的因素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的消费心理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课堂以“盐选知乎知识付费”“胡鑫宇事件在网

络舆论场内的反转”“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等热点事件为案例，分析网络媒体

的特点，引导学生对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进行比较分析 

【学习要求】 

1.复习第四、第五章节所学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小组讨论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看待社会热点事件在网络舆论场内的反转？ 

2.谈谈你对当前社会知识付费的看法 

【学习资源】  

1.胡钰 陆洪磊 虞鑫《网络舆论教程》 

 

 

第八章 旅游、餐饮消费心理 

【学习目标】 

1.掌握旅游文化消费的心理分析，影响旅游文化消费心理的因素 

2.熟知餐饮文化消费者的心理特点、影响餐饮文化消费心理的因素 

【课程内容】 

1.旅游文化消费的概念、特点、发展趋势 

2.旅游文化消费的深层心理动因、旅游文化消费过程中旅游者的心理需求，

影响旅游文化消费心理的因素（个体、群体、社会） 

3.餐饮文化消费者的心理特点、影响餐饮文化消费心理的因素 

【重点、难点】 

1.重点：影响旅游、餐饮文化消费心理的因素 

2.难点：旅游文化消费的心理分析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旅游、餐饮文化消费心理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课堂插入旅游产业与餐饮行业经典案例进行分

析，如“恋乡·太行水镇”“白领咖啡亚文化”等，引发学生的思考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FA%EE%D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BD%BA%E9%C0%D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3%DD%F6%C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9175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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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求】 

1.复习第三、四、五章节所学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你认为中国餐饮行业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2.分析民众疫情后“报复性旅游”的深层心理 

【学习资源】 

1.薛欣，雷铭《旅游消费者心理与行为》 

2.李明晨《餐饮消费心理学》 

五、实践教学安排 

� 无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30 %）。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础理论：消费心理与文化消费心

理、文化消费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等；

（20-30%） 

课堂参与、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基本知识：个体文化消费心理、群体

文化消费心理、社会与文化消费心理

等；（30-40%） 

课堂参与、作业、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影视媒体消费心理、纸质

媒体与网络媒体消费心理、旅游与餐

饮消费心理等；（30-40%） 

课堂表现、作业、期末考试 

七、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A6%D0%C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D7%C3%F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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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中的 30 分，主要由回答问题、课堂

互动、听课状态等方面来衡量。课堂听课状态佳、能够回答出老师提出的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者可得高分。 

（2）作业：平时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40 分，每学期布置 2 次平时作业，每

次作业满分 100分，主要以客观或主观题目为主。 

（3）课堂参与：课堂参与占平时成绩中的 30 分，主要通过点名和出勤率

考察，全勤记为 30 分，缺勤一次减 5分，三次以上缺勤不能参加期末考核，课

程修读无效。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文化消费心理学》期末试题评分标准。 

（二）评分标准 

示例：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全勤满分，有

假条请假酌情

扣分 

迟到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 故 旷 课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旷课2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适中 

无故旷课 3次 

有迟到或请假次

数多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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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参考书目 

[1]毕重增.消费心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06. 

[2]姜彩芬.文化消费面面观.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3.06. 

[3]范周.时代变迁下的中国文化消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0. 

十、课程学习建议 

  需在课余时间对文化消费领域投入更多关注，注重观察自己及他人、不同

群体对某类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在此过程中体悟课堂所学

理论知识，勤于思考。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A%B6%AB%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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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  Cultural industr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课程编码 232610111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修读学期 5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36，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学生了解我国社会注主义文化

总政策与文化产业主要行业法律法规的重要平台，是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重

要阵地，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掌握文化政策与法律方面的知识，领悟我国文化产业各行业法律法规的

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定，强化专业知识学习。 

2.指导学生运用所学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的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文化产业

发展过程遇到的法律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引导

学生对于存疑问题和案例分析要有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与法律素养，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

事。提升专业素质。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通过本课程“政策、法律与法规概念界定”“社会主义文化总

政策”“文化产业内容规管” 等内容的学习，掌握文化产业方面的基本政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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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等基础知识，为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打好基础。【毕业要求 2：学

科知识】 

课程目标 2：学习“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内容，使学生获得

关于法律学、政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掌握文化产业政策法规

与其他学科交叉、互涉形成的理论与知识。【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3：通过案例学习与分析，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以及

所学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的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并

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总政策与文化产业法律法

规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使学生深刻领悟到文化产业各领域都必须守住

底线，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与道德素质。【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 4：通过本课程存疑讨论与案例分析等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结

合时代发展，对存疑未有定论的文化产业法律法规问题进行讨论，鼓励学生跳

出定式思维，培养学生利用创新思维思考问题的应用能力。并引导学生要懂得

善于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培养学生要具有国际视野，自觉提高时代使命感，增

强社会责任感以及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导言 课程目标 1/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2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2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 

启发式教学法 
2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讨论法 2 

第四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 案

例法、讨论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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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8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2 

第七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情景再现法（模拟法） 
6 

第八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6 

第九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案例法 4 

第十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案例法 4 

合计  48 

 

（二）课程内容 

导言 

【学习目标】 

1.描述概念界定——政策、法律与法规 

2.解释社会主义文化总政策——“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3.分析文化产业内容规管 

【课程内容】 

1.概念界定——政策、法律与法规 

2.社会主义文化总政策——“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3.文化产业内容规管 

【重点、难点】 

1.重点：社会主义文化总政策；文化产业内容规管 

2.难点：文化产业内容规管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政策、法律与法规的基本概念及其联系与区别，讲解社会

主义文化总政策和文化产业内容规管的基本内容。 

2.案例法  采用丰富的案例帮助学生理解“两为方向”、文化安全、公众人

物的名誉权名誉权、文化产业发展所要遵循的禁止性规范等法律知识。 

3.讨论法  针对“饰演特型角色的演员能不能对剧照主张肖像权”“模仿秀

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整容是否侵犯肖像权”等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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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学习文化产业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原因。 

2.文化产业如何贯彻“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3.我国法律对文化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内容提出了哪些要求。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一章  国际视野下的文化产业政策 

【学习目标】 

1.复述 WTO与我国文化产业政策 

2.叙述主要文化产业大国的文化产业政策概览 

【课程内容】 

1.WTO与我国文化产业政策 

2.主要文化产业大国的文化产业政策概览 

【重点、难点】 

1.重点：WTO 与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文化产业大国的文化产业政策概

览 

2.难点：WTO与我国文化产业政策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中美双方就 WTO 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的经

过，以及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影响；简要讲解美国、英国、德国等主要文化

产业大国的文化产业政策。 

2.案例法与讨论法结合  采用丰富的案例，对美国、英国、德国等主要文

化产业大国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讲解，提问学生并引导学生结合我国文化政策

进行讨论，老师进行评价与总结。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主要文化产业大国在文化经济政策方面的经验对我国有何启示。 



 

 161 

2.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国家，总结主要文化产业大国在文化

行政管理政策方面的特点。 

3.结合课内外资料，阐述日本和韩国跻身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对我国的启示。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二章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概述 

【学习目标】 

1.描述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提出 

2.回顾并叙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解读 

3.分析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 

【课程内容】 

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提出 

2.《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解读 

3.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概述 

【重点、难点】 

1.重点：当前我国文化法制政策概述 

2.难点：当前我国文化法制政策概述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清楚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提出的背景，简要回顾我国《文化

产业振兴规划》的基本内容，详细讲解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结合  老师提供“动漫产业补贴政策”等案例，

启发学生思考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完善措施。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阅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并整理其中与文化、文化产业相关的表述。 

【复习与思考】 

1.文化产业化是我国抓住入世机遇，迎接入世挑战的唯一途径的原因。 

2.简述我国文化经济政策、文化法制政策、文化行政管理政策的概况。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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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三章 我国文化立法和文化产业法律环境 

【学习目标】 

1.复述我国的立法体制和文化立法探讨 

2.分析我国文化法律渊源和现有文化法律体系 

3.叙述我国文化产业的法律环境 

【课程内容】 

1.我国的立法体制和文化立法探讨 

2.我国文化法律渊源和现有文化法律体系 

3.我国文化产业的法律环境 

【重点、难点】 

1.重点：我国的立法体制；我国现有文化法律体系的探讨 

2.难点：我国现有文化法律体系的探讨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详细讲解我国的立法体制、文化法律渊源、现有文化法律体系、

文化产业的法律环境等基本理论知识。 

2.讨论法  针对“我国文化立法”“我国的文化法律体系准确地说应为‘文

化管理法律体系 ’”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讨论，老师做总结。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课后自行查阅相关法律法规。 

【复习与思考】 

1.结合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需要，谈谈文化立法的紧迫性。 

2.概述我国文化法律渊源。 

3.我国文化法律体系准确地说应为“文化管理法律体系”的原因。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四章 著作权法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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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著作权的定义和特征，著作权法的修订历程 

2.解释著作权的客体、著作权的主体和著作权的归属 

3.叙述著作权的内容、邻接权 

4.分析著作权的限制、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课程内容】 

1.著作权和著作权法 

2.著作权的客体 

3.著作权的主体和著作权的归属 

4.著作权的内容 

5.邻接权 

6.著作权的限制 

7.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重点、难点】 

1.重点：著作权的定义、特征；著作权的客体、主体、归属问题 

著作权的内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2.难点：著作权的客体、主体、归属问题 

著作权的主体和著作权的归属；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详细讲解著作权的定义和特征、著作权的客体、主体和著作权

的归属、著作权的内容、邻接权、著作权的限制、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及其法律

责任等基本内容，简要讲解著作权法的修订历程。 

2.案例法与讨论法结合  结合基本内容，教师讲解案例“油画构思与摄影

作品相似构成侵权否”，引导学生关于“一个普遍性问题——油画作品创作是临

摹还是复制”展开探讨。 

3. 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   教师提供案例“侵权复制品可否径行（任性

而行）交由著作权人处置”“医药公司张贴‘大眼睛’海报是否构成侵权”，启

发学生结合课堂所学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展开思考、发言与探讨。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课堂所讲案例，需要课后整理与反思，并自行查阅其他案例学习。 

【复习与思考】 

1.论述著作权保护制度之于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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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理解《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条对“作品”的“独创性”的理解。 

3.如何理解《著作权法》中规定的邻接权。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案例学习资料 

 

第五章 文化遗产保护类法律法规 

【学习目标】 

1.描述文化遗产保护类法规概述 

2.叙述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3.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保护类法规概述 

2.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重点、难点】 

1.重点：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2.难点：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简要讲解文化遗产保护类的法律法规，详细讲解物质文化遗产

的法律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 

2.案例法  老师讲解案例，如“雪铁龙开上中国长城的东端老龙头”“药发

木偶戏私制黑火药”“黄梅桃花著作权案”“鲁锦商标及不正当竞争案”等，与

学生互动讨论，加深学生侵犯著作权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理解。 

3.讨论法  老师提出讨论的论题，如“汪伪时期的历史遗存该保护吗？” 

“在华外国文物是否属于中国？”“农民画能算非遗吗” 引导学生们参与讨论，

找出法律依据，帮助学生熟悉并理解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课堂所讲案例，需要课后整理与反思，并自行查阅其他案例学习。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理解《非遗法》第 37条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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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2.查阅相关资料，整理世界其他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方面值得

我国借鉴的经验。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3.推荐论文 

张百成：《博物馆藏品的著作权归谁享有——以故宫博物院为例的博物馆

藏品著作权法律问题探析》，载《中国文化报》，2013年 7月 30 日。 

 

第六章 出版产业法律法规 

【学习目标】 

1.描述出版物、出版活动及出版行业管理机构，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 

出版物内容的管理 

2.阐述出版物的印刷或复制和发行；出版物的进口；出版事业的保障与奖

励 

3.分析相关法律责任 

【课程内容】 

1.出版物、出版活动及出版行业管理机构 

2.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 

3.出版物内容的管理 

4.出版物的印刷或复制和发行 

5.出版物的进口 

6.出版事业的保障与奖励 

7.法律责任 

【重点、难点】 

1.重点：出版物的印刷或复制和发行；出版物的进口 

出版事业的保障与奖励 

2.难点：出版物的印刷或复制和发行；法律责任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简要讲解出版物、出版活动及出版行业管理机构，出版单位的

设立与管理等内容，详细讲解出版物内容的管理、印刷或复制和发行、进口，

出版事业的保障与奖励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2.案例法  老师先提供案例讲解，如“书号、刊号、版号管理”“出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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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选题”“出版物印刷或复制和发行的禁止性规定”，引导学生举例，师生互

动。 

3.讨论法  老师提出问题“如果剥去教材教辅书，我国图书市场出路将怎

样？”“开书店或图书公司，需要许可证？”引导学生参与讨论。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概述出版产业中的许可制度。 

2.简述出版物的重大选题登记备案管理制度。 

3.试调研我国出版物市场常见的问题。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七章 艺术品市场法律法规 

【学习目标】 

1.描述艺术品市场法律法规概述 

2.叙述艺术品经营环节法律法规 

3.分析艺术品拍卖环节法律法规 

【课程内容】 

1.艺术品市场法律法规概述 

2.艺术品经营环节法律法规 

3.艺术品拍卖环节法律法规  

【重点、难点】 

1.重点：艺术品经营环节法律法规；艺术品拍卖环节法律法规 

2.难点：艺术品经营环节法律法规；艺术品拍卖环节法律法规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简要讲解艺术品市场法律法规，详细讲解艺术品经营环节和卖

环节的法律法规。 

2.讨论法  《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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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即俗称“不保真

条款”。 组织学生针对此条款展开讨论，老师总结与评价。 

3.案例法   讲解中穿插案例，如“北京嘉德在线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违禁油

画案”“吴冠中赝品拍卖案：竞买者被判承担正常风险”等， 

4.情景再现法（模拟法）   组织学生模拟一场艺术品拍卖会，通过模拟过

程，熟悉艺术品拍卖的拍品征集、鉴定与审核、合同签署、图案制作、拍卖预

告、拍卖中涉及的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实施、拍卖流程以及库房管理、

拍卖结算、档案管理等各个环节。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艺术品市场的法律法规。 

2.如何解决我国艺术品市场一级市场孱弱的问题。 

3.原：《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现：《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将两部法规

对比学习，厘清修订原因。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3.提供新修订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资料。 

 

第八章 演艺产业法律法规 

【学习目标】 

1.描述演艺市场法律法规 

2.分析演艺产业经营规范 

【课程内容】 

1.演艺市场法律法规 

2.演艺产业经营规范 

【重点、难点】 

1.重点：演艺产业经营规范 

2.难点：演艺产业经营规范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简要讲解演艺市场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演艺产业经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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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讨论法  老师提出讨论的论题，如“电视晚会是否属于营业性演？”“如

何界定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虚假宣传”“大暴雨属于不可抗力”，引导学生运用辩

证法思维和相关法律法规条款讨论，有理有据。 

3.案例法 老师结合案例如“河南罗山县一马戏团演出大篷坍塌”“江苏泰

州 4·12非法演出案”讲解演艺产业经营规范。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如何改进民间游散艺人的营业性演出管理问题。 

2.结合《著作权法》知识，说说演出举办方应如何尊重创作者和表演者的

著作权，同时，如何保护自己的演出作品著作权？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3.提供新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16 版）。 

 

第九章 广播影视产业法律法规 

【学习目标】 

1.描述电影产业法律法规 

2.分析与总结《电影产业促进法》（新增） 

3.叙述广播电视产业法规——针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产业 

【课程内容】 

1.电影产业法律法规 

2.《电影产业促进法》（新增） 

3.广播电视产业法规——针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产业 

【重点、难点】 

1.重点：《电影产业促进法》 

2.难点：《电影产业促进法》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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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  详细讲解从原《电影管理条例》到出台《电影产业促进法》的

重要意义，简要讲解广播电视产业法规。 

2.案例法   结合案例电影《小武》《鬼子来了》等，讲解电影片审查制度。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和改革亮点。 

2.如何评价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制播分离体制。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3.提供《电影产业促进法》全文及相关资料。 

 

第十章 网络文化产业法律法规概述 

【学习目标】 

1.描述网络文化产业法律法规概述 

2.分析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概述 

3.分析我国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互联网方面的规章内容概述 

【课程内容】 

1.网络文化产业法律法规概述 

2.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概述 

3.我国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互联网方面的规章内容概述 

【重点、难点】 

1.重点：互联网审查制度；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的相关问题 

2.难点：互联网审查制度；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的相关问题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简要讲解网络文化产业法律法规、我国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互

联网方面的规章内容，详细讲解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的相关问题和互联网

审查制度。 

2.案例法  采用案例如“奇创星动因违反《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被罚款”讲解互联网方面的规章，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发言。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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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网络文化产业的兴起如何挑战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2.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如何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五、实践教学安排 

2学时  案例分析练习一  侵权复制品可否直接交由著作权人处置 

2学时  案例分析练习二  胡三三诉裘海索侵犯著作权案 

2学时  案例分析练习三  动漫角色商品化的著作权法保护案 

2 学时  案例分析练习四  诗歌《见与不见》的著作权案——关于网络博

客的著作权保护 

4 学时  组织学生模拟一场艺术品拍卖会，通过模拟过程，熟悉艺术品拍

卖的拍品征集、鉴定与审核、合同签署、图案制作、拍卖预告、拍卖中涉及的

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实施、拍卖流程以及库房管理、拍卖结算、档案管

理等各个环节。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测试（作业）、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测试（作业）、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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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5 专业素养：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十五、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课堂参与：记录完全参与、不完全参与、不参与等情况，酌情计分。 

      （参与迟到扣 3 分/次，请假不参与扣 5/次，无故不参与扣 10 分/

次）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文化产业政策与法

规》）。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完 全 参 与 满

分，有假条请

假不参与酌情

扣分 

参与迟到次数

超过 4 次或请

假次数超过 3

次  

无故不参与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不参与 2

次，有迟到或

请假次数适中 

无故不参与 3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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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      

九、主要参考书目 

[1]李思屈.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2]林日葵.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与典型案例分析.杭州：浙江工商大学

出版社.2009. 

[3]韩赤风,袁达松,赵英军张德双.文化创意产业法律经典案例评析.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 

[4]黄虚峰.文化产业政策与法律法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2-4天时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自行查阅并整理文化法律案例，多做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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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产业概论》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世界文化产业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 Cultural Industries  

 
课程编码 232610112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文化资源概论 
修读学期 5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48，实践学时 0）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学生了解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

重要平台，是培养学生正确世界观的主要手段，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

环节。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掌握文化产业方面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素养与国际视野。 

2.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学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各国文化产业发展

特色，客观看待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短板，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同时

不断提升文化自信，增强社责任感。 

3.启发学生思考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引导学生，积极查阅各国文化产业资料，提升文献检索与信息整合

能力，更新相关知识储备，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通过本课程“世界文化产业形成的理论语境”“世界文化产业

产生的历史背景”“全球化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形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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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贸易保护与国际文化贸易发展战略”等内容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关于社

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掌握文化产业方面的相关理论

知识，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打好基础。【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2：要求学生掌握各国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文化产业行业发展情况，

及特色文化产业行业对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的带动及其对本国经济的贡献程度，

要认识到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尤其是提升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强化学生的

专业知识与素质，增强学习专业课程的使命感。【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3：能够结合所学理论知识，检索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文献，

掌握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状况，分析总结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经验，

培养学生文献检索与信息整合能力，具备阐释专业发展动向和前沿动态的能力，

具备初步学术研究能力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 

课程目标 4：通过学习该课程中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模式与经验，启

发学生思考如何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培养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使学生

要拥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并将其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比学习，不断提升

文化自信，也要清楚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短板，学会客观看待存在的问题，增

强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 8.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 8.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2/4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 4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6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案例法 

启发式教学法  
12 

第四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 8 



 

 176 

启发式教学法 

第五章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实物法 

启发式教学法 
6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2/3 
讲授法 

启发式教学法 
6 

第七章 课程目标 1/4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 6 

合计  48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绪论 

【学习目标】 

1.复述全球化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产业的产生与工

业化的密切关系 

2.解释文化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3.总结世界文化产业形成的理论语境 

【课程内容】 

1.世界文化产业形成的理论语境 

2.世界文化产业产生的历史背景 

3.全球化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 

4.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战略 

【重点、难点】 

1.重点：世界文化产业形成的理论语境 

2.难点：世界文化产业形成的理论语境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清楚世界文化产业形成的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等知识。 

2.讨论法与案例法结合  针对社会批判理论、全球化与文化产业、科技进

步 与文化产业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观点，举一些相关案例，激发学生展开讨论，

引导学生老师加以引导与评价。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总结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及其对文化产业的观点。 

【复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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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如何批判文化工业。 

2.如何理解知识经济及其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3.如何理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推荐书籍 

【美】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第二章  美国的文化产业 

【学习目标】 

1.描述美国文化产业的现状与规模 

2.分析美国文化产业特点、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渗透 

3.归纳美国文化政策的架构及文化产业的主流模式 

【课程内容】 

1.文化产业现状与规模 

2.文化产业特点分析 

3.文化政策架构 

4.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渗透 

5.文化产业的主流模式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政策架构；文化产业特点分析；文化产业的主流模式 

2.难点：文化产业的主流模式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清楚美国文化产业的现状、规模、特点，文化政策的架构、

主流模式等知识。 

2.案例法 老师提供案例“好莱坞并购纪实之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好莱坞

并购纪实之索尼收购米高梅”等，通过案例的讲解，引导学生理解美国文化产

业的特点。  

3.讨论法 老师提出问题“美国文化产业对当代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原

因”“文化产业的主流模式——好莱坞模式、百老汇模式、迪斯尼模式成功的

原因”等，在讲解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引导学生深入讨论。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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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认真观看课堂所播放的电影片段《宾虚》，自行查阅相关资料。 

【复习与思考】 

1.美国政府如何进行文化政策的架构。 

2.美国文化产业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3.美国文化产业的主流模式的形成。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提供视频学习资料：经典影片《宾虚》 音乐剧《猫》（美国版） 

 

第三章 欧洲的文化产业 

【学习目标】 

1.描述欧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2.分析欧洲主要国家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发展逻辑 

3.归纳欧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特色 

【课程内容】 

1.英国的创意产业 

2.法国的艺术文化产业 

3.德国的文化产业 

4.瑞士的观光产业 

5.俄罗斯的文化产业 

6.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产业 

【重点、难点】 

1.重点：英国的创意产业；法国的艺术文化产业 

德国的文化产业；俄罗斯的文化产业 

2.难点：英国的创意产业；法国的艺术文化产业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欧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的现状，文化政策的实施，对其他相

关产业发展的带动，对本国经济的贡献等知识。 

2.案例法 老师引导学生举例学习欧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代表性产品，如影

视代表作，图书作品等，还有主要文化旅游地等，加深所学内容。 

3.启发式教学法  结合第二章所学美国文化政策内容，启发学生思考“法

国的文化政策与美国文化政策之间的不同及原因”。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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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认真观看课堂所播放的音乐剧片段《猫》《歌剧魅影》，并结合课堂所学

撰写观感。 

【复习与思考】 

1.欧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的特色。 

2.英国的创意产业政策。 

3.评析法国的文化政策，对比其与美国文化政策的区别。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提供视频学习资料：音乐剧《猫》（英国版）《歌剧魅影》 

  

第四章 亚洲的文化产业 

【学习目标】 

1.描述亚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2.分析亚洲主要国家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发展逻辑 

3.总结亚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特色及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课程内容】 

1.亚洲文化产业概观 

2.日本的文化产业 

3.韩国的文化产业 

4.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产业 

5.以电影业为特色的印度文化产业 

6.西亚国家的文化产业 

【重点、难点】 

1.重点：日本的文化产业；韩国的文化产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产业 

以电影业为特色的印度文化产业 

2.难点：日本的文化产业；韩国的文化产业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亚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的现状，文化立法及政策的实施，

对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的带动，对本国经济的贡献等知识。 

2.启发式教学法与讨论法结合    结合第三章所学，启发学生自行总结亚

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特色，并在课堂上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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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法  老师引导学生自行举例学习亚洲主要国家文化产业代表性产品，

如日本动漫代表作品，韩国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代表作品，印度电影代表作品，

还有主要文化旅游地等，引发学生共鸣，活跃课堂。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德国最发达的文化产业特色。 

2.如何看待意大利对其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 

3.日本动漫和“韩流”得成功的原因。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五章 澳洲的文化产业 

【学习目标】 

1.描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2.叙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发展逻辑 

3.总结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产业发展特色 

【课程内容】 

1.澳大利亚的文化产业 

2.新西兰的文化产业 

【重点、难点】 

1.重点：澳大利亚的文化产业；新西兰的文化产业 

2.难点：澳大利亚的文化产业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文化产业的现状，文化政策的特点，成

功模式与经验。 

2.实物法  与学生分享自己所购的澳大利亚文化产品（如文创兔），进行实

物展示，活跃课堂氛围。 

3.启发式教学法  分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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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考这些成功经验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有何益处。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简析澳大利亚电影制作方面的特色。  

2.如何看待昆士兰模式？对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有何借鉴？ 

3.评析新西兰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六章 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 

【学习目标】 

1.描述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2.解释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发展逻辑 

3.归纳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特色 

【课程内容】 

1.巴西的文化产业 

2.墨西哥的文化产业 

3.加拿大的文化产业 

4.南非的文化产业 

5.埃及的文化产业 

【重点、难点】 

1.重点：巴西的文化产业；墨西哥的文化产业；加拿大的文化产业 

2.难点：加拿大的文化产业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讲解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等国文化产业的现状，文化政策的

特点，成功模式与经验。 

2.启发式教学法  对于墨西哥与埃及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与发展特色，

启发学生思考其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有何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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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巴西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经验。 

2.墨西哥、埃及与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共同之处。 

3.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第七章 世界文化产业贸易 

【学习目标】 

1.记住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形式与特点 

2.叙述贸易保护与国际文化贸易发展战略 

3.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贸易往来 

【课程内容】 

1.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形式与特点 

2.贸易保护与国际文化贸易发展战略 

3.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贸易往来 

【重点、难点】 

1.重点：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形式与特点； 

贸易保护与国际文化贸易发展战略； 

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贸易往来 

2.难点：贸易保护与国际文化贸易发展战略 

【教学方法】 

1.讲授法与讨论法结合  讲解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形式与特点、贸易保护

与国际文化贸易发展战略，并就“文化贸易保护问题”引导学生讨论。 

2.案例法   通过师生共同列举案例，学习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贸易往来。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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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讨论。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理解国际文化贸易中的贸易保护。 

2.当前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学习资源】 

1.章节练习试题   

2.利用学习通平台推荐相关学习资料 

五、实践教学安排 

全班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选择某一国的特色文化产业，结合当今国际新

形势，进行深挖学习，并将学习内容形成 PPT,进行学习成果展示与汇报，从而

提升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测试（作业）、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测试（作业）、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专业素养：2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十六、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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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课堂参与：记录完全参与、不完全参与、不参与等情况，酌情计分。 

      （参与迟到扣 3 分/次，请假不参与扣 5/次，无故不参与扣 10 分/

次）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世界文化产业概论》）。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完 全 参 与 满

分，有假条请

假不参与酌情

扣分 

参与迟到次数

超过 4 次或请

假次数超过 3

次  

无故不参与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不参与 2

次，有迟到或

请假次数适中 

无故不参与 3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多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      

九、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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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论.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2. 

[2]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文化产业五十大企业研究.北京：中信出

版社.2014. 

[3]张慧娟.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 

[4]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 (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6. 

[5]李大伟.海外文化产业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6]张胜冰等.世界文化产业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2-4天时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利用新媒体，观看感兴趣的海外一些国家的文化产业直播，将感

性认识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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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Social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Methods 

课程编码 232610113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资源概论 修读学期 5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33,实践学时 15） 

执笔人 薛雨辰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被公认为是社会科学领域认识社会现象、了解社会实

际情况的一门基础学科，是适合于文化产业与各种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调查

研究方法，因此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本门课程在对社会调查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介绍的基础上，还详细地介绍了一个完整的调查研

究程序，从选择题目到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直至完成调查报告的全过程。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 

1.通过本门课程的系统讲授，要求学生了解社会调查的基本原理、主要阶段、

一般程序，熟练掌握社会调查的方法与具体技术。 

2.使学生学会用严谨、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去描述、解释和预测他们想了解

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文化领域的新文化现象，具备在社会实践中的调查研究能力。 

3.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方案设计能力、报告撰写能力，为他们将来在文化

产业领域从事调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了解中国与西方的社会调查史，明确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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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社会调查的基本理论、社会调查的任务与类型、社会调查的完整程序，能够

运用抽样选取调查对象，建立起社会调查与研究的基本知识体系。【毕业要求2：

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掌握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如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等，能

能够运用所学方法，以团队协作或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资料搜集、开展调查研

究，具备社会调研的实践能力，可以在文化产业领域开展各类市场调研。【毕业

要求 5：信息素养 5-1】 

课程目标 3：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现状与存在的社会问题，熟悉文化产业领

域的新文化现象，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在文化产业与社会生活领域中进行调研课

题的选择、研究方案的设计、运用社会指标设计调查内容、资料分析与报告撰

写，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钻研精神。【毕业要求 5：信

息素养 5-2】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5：信息素养 5-1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5：信息素养 5-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社会调查概述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 6 

社会调查的类型与程序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式教

学法 
4 

社会调查的准备工作 课程目标 1、3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式教

学法、课堂实践 
6 

社会指标和社会测量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案例法、课堂实践 4 

抽样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课堂练习 6 

问卷调查法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讨论法、课堂实

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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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调查法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讨论法、课堂实

践 
6 

实地观察法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式教

学法 
6 

整理资料、统计分析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课堂练习 2 

调查报告的撰写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启发

式教学法 
2 

合计  48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社会调查概述 

【学习目标】 

1.明确社会调查的定义及其任务 

2.理解社会调查在中西方的历史发展 

3.知晓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与指导思想 

【课程内容】 

1.课程导入——社会调查主要研究什么？ 

2.社会的含义和社会现象的特点，社会调查的定义及主要任务 

3.古代的社会调查、近代欧美等国的社会调查、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调查、

现代社会调查的发展趋势 

4.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和指导思想 

【重点、难点】 

1.重点：社会调查的任务，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调查，现代社会调查的发

展趋势 

2.难点：社会现象的特点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社会现象、社会调查的任务、社会调查的历史发展状况与

趋势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辅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社会热点事件在网络舆论场内的

反转”等案例讲解 

【学习要求】 

1.课前自觉预习、课上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勤于思考，踊跃回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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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参与讨论 

2.课后参阅学习资源及参考书目，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思考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 

2.专业、规范的社会调查应该符合什么标准？ 

【学习资源】 

1.半月谈｜当舆情“反转”成为常态，我们必须学会“让子弹飞一会儿”  

2.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3.第七次全国人口统计公报（2021） 

 

第二章  社会调查的类型与程序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调查的类型 

2.牢记社会调查的程序 

【课程内容】 

1.以调查目的分类、调查对象范围分类、时间维度分类的不同社会调查类

型 

2.社会调查的准备阶段、调查阶段、研究阶段、总结阶段及每个阶段的任

务 

【重点、难点】 

1.重点：社会调查的四大程序 

2.难点：社会调查的不同类型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社会调查的类型与程序等基础理论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通过讲解“某方便面厂的探索性市场调研”“汉

服消费调查”等案例论证社会调查的不同类型，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区别与进一

步思考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关于社会调查概述的基础知识点，并自觉预习本章节内容 

2.课堂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试对纵贯研究进行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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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案调查和抽样调查主要的区别？ 

【学习资源】 

1.推荐阅读：2022-2023年中国汉服产业现状及消费行为数据研究报告 

2.江立华、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 

 

第三章 社会调查的准备工作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调查的选题方法 

2.了解如何做初步探索与研究假设 

3.学会社会调查方案的设计 

【课程内容】 

1.社会调查中选题的意义、标准与方法 

2.初步探索的任务、方法 

3.研究假设的定义、在社会调查中的位置 

4.调查方案设计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 

【重点、难点】 

1.重点：社会调查方案设计的主要内容 

2.难点：社会调查的选题、研究假设的建立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社会调查准备阶段需要做的工作与任务。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围绕选题的方法梳理罗列“2023年社会热点与

新社会现象、2022全年社会热点”等实例为学生进行选题提供灵感与顿悟；通

过分析“大学生电影市场调查方案、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方案”等案例让学生

学会科学设计调查方案 

3.课堂实践： 

（1）分组组建调查队伍：小组成员 4-7 人为宜 

（2）商讨确定调查选题 2个（一个为备用） 

（3）设计调查方案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社会调查的程序”的基本理论，并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实践与讨论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研究假设在社会调查中是必需环节吗？ 



 

 192 

2.初步探索可以运用哪些方法进行？ 

【学习资源】 

1.2023年人民日报十大国内新闻 

2.江立华、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 

 

第四章 社会指标和社会测量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指标的分类、社会指标体系 

2.熟悉社会测量的层次 

3.学会设计调查指标及操作化 

【课程内容】 

1.社会指标的概念、特点、分类，社会指标体系的概念、类型及特点 

2.社会测量的含义、层次 

3.设计调查指标的要求，设计操作定义的方法与原则 

【重点、难点】 

1.重点：设计调查指标的要求，设计操作定义的方法与原则 

2.难点：社会测量的层次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社会指标与社会测量的理论知识 

2.案例法：针对社会指标的定义、社会指标体系、操作化等部分知识，运

用“世界小姐评判标准、世界幸福国家排行榜、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和谐社会

指标体系、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等案例进行分析 

3.课堂实践：根据前期实践成果及选题，利用社会指标设计调查内容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调查方案设计”的基本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作业，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作业：对“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的满意度”进行社会指标体系的设计，要

求画出设计图。 

【学习资源】 

1.和谐社会指标体系 

2.江立华、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 

 



 

 193 

 

第五章  抽样 

【学习目标】 

1.了解抽样的概念及类型 

2.掌握随机抽样及其子方法 

3.掌握非随机抽样及其子方法 

【课程内容】 

1.抽样的相关概念、类型 

2.随机抽样及其子方法：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类抽样、整群抽样、

多段抽样 

3.非随机抽样及其子方法：偶遇抽样、判断抽样、配额抽样、雪球抽样 

【重点、难点】 

1.重点：随机及非随机抽样的九种子方法 

2.难点：分类抽样、整群抽样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抽样的具体方法 

2.课堂练习：针对随机及非随机抽样的九种子方法，课堂讲解例题并进行

习题演练 

【学习要求】 

1.复习其他课程如数学与统计学中学过的抽样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认真完成课堂演练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针对随机及非随机抽样的子方法在学习通软件中留课后习题，进行知识

巩固 

2.思考归纳随机抽样与非随机抽样各自的优缺点 

【学习资源】   

1.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 

2.约翰尼·布莱尔，罗纳德·F·扎加，爱德华·A·布莱尔《抽样调查设

计：问卷、访谈和数据收集（原书第 3版）》 

 

 

第七章 问卷调查法 

【学习目标】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4%BC%BA%B2%C4%E1%A1%A4%B2%BC%C0%B3%B6%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DE%C4%C9%B5%C2%A1%A4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4%FA%BC%D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0%AE%B5%C2%BB%AA%A1%A4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2%BC%C0%B3%B6%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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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问卷调查法的基本概念、种类 

2.掌握问卷设计方法 

3.能够对问卷调查法的优缺点做出评价 

【课程内容】 

1.问卷调查法的概念、特点、种类 

2.问卷的一般结构，设计问卷的原则，设计问卷的步骤，问题的种类和结

构、问题的表述，设计答案应注意的问题，编码，问卷调查的实施 

3.问卷调查法的优缺点 

【重点、难点】 

1.重点：问卷的一般结构，问题的种类和结构、问题的表述，设计答案应

注意的问题 

2.难点：问题的种类和结构、问题的表述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问卷调查法、问卷设计的相关理论知识 

2.讨论法与课堂实践：针对各调研小组的选题，通过讨论与合作设计调研

课题的问卷初稿，并自行选择发布平台 

【学习要求】 

1.复习“社会调查的程序”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实践、小组讨论 

3.完成课后作业，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按照各调研小组的选题，通过讨论撰写问卷调查的封面信。 

2.编码应放在问卷设计的什么环节中？为什么？ 

【学习资源】 

1.朱红兵《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方法——基于 SPSS》 

2.徐国兴《问卷设计》 

 
 

第七章 访谈调查法 

【学习目标】 

1.理解访谈调查法的特点和种类 

2.掌握访谈调查法的实施 

3.能够对访谈调查法做出评价 

【课程内容】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EC%BA%EC%B1%F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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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问调查法的概念、特点、种类 

2.访谈实施过程及其技巧：访谈的步骤，提问的技巧、倾听的技巧、引导

和追询，访谈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集体访谈法及其实施 

3.访谈调查法的优缺点 

【重点、难点】 

1.重点：访谈过程及其技巧 

2.难点：访谈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访谈调查法及其实施的理论知识 

2.讨论法与课堂实践：针对给定主题，各调研小组选择访谈方法、设计访

谈提纲、进行模拟访谈并记录 

【学习要求】 

1.复习问卷调查法中问卷设计的相关知识，联系本章访谈提纲的设计，预

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实践、小组讨论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访谈提纲与问卷设计的差别？ 

2.谈谈你对如何选择访谈对象的看法 

【学习资源】  

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 

 

 

第八章 实地观察法 

【学习目标】 

1.掌握实地观察法的实施 

2.熟知实地观察法的类型 

3.能够对实地观察法做出评价 

【课程内容】 

1.实地观察法的概念、类型 

2.实地观察的一般原则，实地观察的步骤，实地观察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产生观察误差的原因，努力减少观察误差的方法与途径 

3.实地观察法的优缺点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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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实地观察的步骤 

2.难点：努力减少观察误差的方法与途径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实地观察法的类型与实施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课堂插入实地观察法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如

“怀特所做的关于‘街角社会’的研究、查尔斯·巴林对芝加哥街区垃圾的调

查”等，引发学生对于观察法类型与实施过程的思考 

【学习要求】 

1.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对参与观察法与非参与式观察进行比较 

2.试述观察法中如何进行记录 

【学习资源】 

1.（美）乔金森《参与观察法（修订版）》 

2.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 

 

 

第九章 整理资料、统计分析 

【学习目标】 

1.掌握整理资料的步骤与方法 

2.熟知统计分析的方法 

【课程内容】 

1.整理资料的意义和原则，整理资料的类型，审查问卷、资料编码、数据

录入与整理，检验、分组、汇总、制作统计表和统计图 

2.统计分析的目的、过程、层次，推断统计的基本原理，单变量统计分析：

集中量数分析、离散量数分析，单变量推断统计，双变量统计分析的内容与方

法 

【重点、难点】 

1.重点：审查问卷，检验、分组、汇总，单变量统计分析：集中量数分析、

离散量数分析 

2.难点：统计表和统计图的制作 

【教学方法】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7%C7%BD%F0%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232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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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讲解整理资料和统计分析等理论知识 

2.课堂练习：围绕“数据录入与排序分组、统计图表的制作”布置课堂任

务，要求调查小组团队合作完成练习 

【学习要求】 

1.复习“社会调查的程序”部分的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完成课堂实践 

3.进行课后思考，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说明集中量数分析、离散量数分析的主要指标 

【学习资源】 

1.薛薇《统计分析与 SPSS的应用（第 6 版）》 

2.江立华、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 

 

第十章 调查报告的撰写 

【学习目标】 

掌握调查报告的写作步骤与撰写要则 

【课程内容】 

1.了解调查报告的特点、类型，调查报告的结构与体例 

2.调查报告的写作步骤与撰写要则 

【重点、难点】 

1.重点：调查报告的结构与体例，调查报告的写作步骤 

2.难点：调查报告的撰写要则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调查报告撰写相关的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通过分析“大学生消费需求的调查报告、大学

生观影习惯调查报告”等实例找出他人调查报告的优点与缺陷，启发学生归纳

总结调查报告撰写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要求】 

1.复习“社会调查的程序”部分的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3.进行课后思考，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调查报告的题目常见拟定形式有几种？ 

2.调查报告中图表呈现应注意什么？ 



 

 198 

【学习资源】 

1.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 

2.江立华、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 

五、实践教学安排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

要求指标点 

1 选择调查课题 3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5-2 

2 设计调查方案 3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5-2 

3 
利用社会指标设计调查

内容 
3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5-2 

4 问卷设计 3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5-1 

5 实地调查 3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5-1 

实践 1. 选择调查课题 

实践目的：根据热点社会议题和自我兴趣进行调研课题的选取，掌握选题

步骤，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对学科前沿的敏锐度。 

实践安排：教师结合案例讲解选题的原则与方法，学生分组，4-6 人一组；

要求选取文化产业领域内的主题做研究。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或实训室。 

实践要求：学生分组选出切合专业及课程要求的选题 2 个（1 个为备选题

目），与教师讨论后确定研究题目。 

实践 2. 设计调查方案 

实践目的：根据实践 1中学生选取的调查课题，进行调查方案的设计，培

养学生的方案设计能力。 

实践安排：教师讲解调查方案的结构与写法；学生根据实践 1中选好的调

查课题题目，撰写专业、规范的调查方案。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教室或实训室。 

实践要求：学生分组完成调研活动的统筹安排与调研方案的撰写。 

实践 3. 利用社会指标设计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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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目的：使学生学会运用系统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来表达想要调查的具

体内容，培养学生的指标设计能力。 

实践安排：教师在带领学生回顾社会指标、调查指标、操作化的流程等知

识的基础上，学生依据选题实践中的题目，运用社会指标设计调查内容。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或实训室。 

实践要求：小组通过充分讨论，形成完备的社会指标设计图并提交。 

实践 4. 问卷设计 

实践目的：使学生切实学会设计科学、合理、规范的调查问卷。 

实践安排：教师重申调查问卷的结构、问卷设计的要求与注意事项，学生

根据实践 1、2、3的成果，按照前期分组，设计调查问卷。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或实训室。 

实践要求：每组完成调查问卷的设计，可提交手写版或电子版。 

实践 5. 实地调查 

实践目的：学生通过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具备相应的社会实践能力、人际

沟通与交往能力 

实践安排：学生按照实践 4已设计好的问卷，选择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

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深入调研场所开展调查，运用辅助工具与速记迅速记录调

查数据。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调查方案选定的调查地域内。 

实践要求：每组完成资料收集后，提交实地调研的数据资料。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实践（10%）。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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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社会现象的特

征、社会调查的类型、任务、程序，

社会调查的发展历程与现代社会调

查的发展趋势，抽样的类型、随机抽

样与非随机抽样方法等；（30%-4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与信息素养：实地调查阶段

的具体方法如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

法、实地观察法等；（30%-40%） 

课堂参与、作业、实践、期末考

试 

课程目标 3 

综合能力：选题的标准、原则与方法，

初步探索与研究假设，研究方案的设

计，社会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操作化的

方法，资料的整理和基础数据分析，

调查报告的撰写等。（20%-30%） 

课堂表现、实践、作业、期末考

试 

七、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中的 30 分，主要由回答问题、课堂

互动、听课状态等方面来衡量。课堂听课状态佳、能够回答出老师提出的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者可得高分。 

（2）作业：平时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40 分，每学期布置 2 次平时作业，每

次作业满分 100分，主要以客观或主观题目为主。 

（3）课堂参与：课堂参与占平时成绩中的 20 分，主要通过点名和出勤率

考察，全勤记为 20 分，缺勤一次减 5分，三次以上缺勤不能参加期末考核，课

程修读无效。 

（4）实践：实践环节占平时成绩的 10 分，主要考核依据为课堂实践环节

表现情况、讨论的参与度、提交材料的完整度等。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期末试题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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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分标准 

示例：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全勤满分，有

假条请假酌情

扣分 

迟到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 故 旷 课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旷课2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适中 

无故旷课 3次 

有迟到或请假次

数多 

4 实践 

分组课堂讨论

热烈，有自己

的 创 新 性 想

法，实践材料

提交规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较为热烈，实

践材料提交比

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一般，有

提交实践材料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较差，提

交的实践材料

质量低 

未进行分组课堂

讨论，无法提交

实践材料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教材 

 

     

九、主要参考书目 

1.风笑天.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4.06 

2.江立华，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01 

3.郝大海.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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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学习建议 

  需在课余时间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及文化产业领域的新文化现象、文化

市场状况投入更多关注，具备一定问题意识，在此过程中将课堂所学社会调查

的理论知识与方法技术应用于实践，来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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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营销与管理》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市场营销与管理       The Study of Cultural Marketing  

课程编码 1515011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管理学、战略管理 修读学期 6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51 学时（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5 ） 

执笔人 陈文慧 审核人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课程中的专业核心课程。开设“文化市场营销与管

理”课，是对市场调查与预测、广告策划与文案、文化产业创意策划等课程的

综合应用与拓展性学科，通过讲授能够让学生很好地理解文化产品市场化管理

的全过程，有利于学生管理实践能力的提升，为培养能够从事文化产业项目的

策划、宣传、开发、经营和管理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提供学科支撑。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具备相应的文化市场营销

学基础知识，理解文化市场营销的观念，熟悉文化产品的属性、文化产品的营

销特点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1-3） 

课程目标 2：能够展开文化市场调查，懂得运用文化市场营销与管理的相

关理论知识分析文化市场（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3-5） 

课程目标 3：能够掌握市场营销中核心理论的常规策略与方法（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3-1、3-4） 

课程目标 4：能够初步掌握文化产品营销策划流程，文化产品营销策划书

写作技巧和要求（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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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 1-1、1-3 

课程目标 2 2、3 2-3、3-5 

课程目标 3 3 3-1、3-4 

课程目标 4 3 3-2、3-6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

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

排 

第一章 文化市场营销概论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第二章 文化市场调研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实践 1 设计文化市场调查问卷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实践 2 撰写市场调查报告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三章 文化市场营销环境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讨论式教学法 2 

第四章 文化消费者分析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五章 文化市场分析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六章 文化市场竞争及竞争战略 课程目标 2 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第七章 文化产品策略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八章 文化产品价格策略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九章 文化产品分销策略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十章 文化产品促销策略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十一章 文化市场营销管理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 2 

第十二章 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营销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实践 3 无领导小组讨论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讨论式教学法 2 

实践 4 撰写市场营销策划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讨论式教学法 5 

合计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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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市场营销概论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记忆市场营销的定义、文化市场的涵义和特

征；定义市场营销的核心概念；划分文化营销、关系营销、体验营销、概念营

销的核心理念；解释文化市场的特性与功能；运用文化市场营销的基本知识谈

论中国文化市场营销。 

【课程内容】 

1.市场的构成要素，市场营销的内涵结构 

2.文化市场的特性与功能 

3.文化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念 

4.中国文化市场营销特征分析 

【重点、难点】 

1.重点：市场的含义和作用；市场营销的含义、基本内容和构成要素 

2.难点：文化、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含义和分类；文化市场营销的含义

和特征。 

【教学方法】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重点、难点知识，并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课堂积极参与案例讨论，课后围绕习题进行知识巩固。 

【复习与思考】 

1.如何全面理解市场的含义? 

2.如何理解市场营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文化市场的发展基础是什么? 

4.文化市场的内涵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5.如何理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关系?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网络资源“文化与相关产业分类（2022）” 

 

第二章 文化市场调研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记忆文化市场调研的内涵；描述文化市场营销调研的类

型及内容；演示市场需求的测量；演示文化市场营销调研的程序和方法；预测

文化市场需求预测方法。了解市场调研的类型及作用；理解文化市场调研的基



 

 207 

本内容及主要程序。 

【课程内容】 

1.文化市场调研的基本内容与程序 

2.文化市场调研资料收集方法 

3.文化市场调研报告撰写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市场调研的基本内容及主要程序；文化市场调研方案的设计；

文化市场调研的资料收集方法及抽样技术。 

2.难点：访谈法的使用以及注意事项。 

【教学方法】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文化市场调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按照市场调研的步骤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互动，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积累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参与案例讨论，课后围绕习题进行知

识巩固。 

【复习与思考】 

1.对于文化企业来说，市场调研的意义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如何理解外在环境调研的内容? 

3.怎样才能做好与被访谈者的沟通? 

4.原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学习资源】 网络资源：延伸阅读《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 

 

 

第三章 文化市场营销环境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区分并识别文化市场营销环境，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环

境；应用文化市场营销环境的理论知识解释现实文化市场的动态变化。 

【课程内容】 

1.文化市场的宏观环境 

2.文化市场的微观环境 

3.文化市场的营销环境分析 

【重点、难点】 

1.重点：人口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科技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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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市场的影响 

2.难点：文化企业市场营销微观环境的构成要素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导入“南京七家区级电视台的联合发展”，讨论文化市场的环境。 

2.知识点的讲授，分层次讲解本章难点重点。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积累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参与案例讨论，课后围绕习题进行知

识巩固。 

【复习与思考】 

1. 文化市场营销环境对文化企业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2. 增进反盗版成效的主要手段是什么?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第四章  文化消费者分析 

【学习目标】 

通本章的学习，概述文化消费者的需求特征、消费者行为动机过程；解释

消费者的需求特征、文化需求的特征；归纳消费者动机的分类；解释消费者需

求的影响因素；解释消费者的需求理论并以此分析文化市场需求。 

【课程内容】 

1. 文化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2. 文化消费者购买过程 

3. 文化消费者群体心理与行为 

【重点、难点】 

1.重点：影响文化消费者行为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 

2.难点：文化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教学方法】 

1. 案例“移动旅游需跟紧 90后、00后的消费习惯”引入本章所讲内容 

2. 知识点的讲授，尤其是难点、重点的深入分析 

3. 案例讨论，并提问消费者的需求特征、映射文化市场需求的特征，以达

到讲授知识的巩固与运用。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积累基本知识点，从消费者视角分析讨论文化消费者行为，课后

围绕电子精品课程进行知识巩固。 

【复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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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为什么表现为一个复杂的过程? 

2.分析文化消费者的行为过程对文化企业有什么作用。 

3.文化消费心理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4.文化企业如何才能较好地把握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学习资源】网络慕课：西南财经大学“消费者行为学”精品课程的选择

性观看。 

 

  第五章 文化市场分析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让学生记忆文化市场细分、目标市场、文化市场定位的

定义与意义；展示细分文化市场、目标市场定位的程序与方法；演示细分市场、

找到目标市场，进而根据目标市场需求特征预测市场营销策略。 

【课程内容】 

1.文化市场细分  

2.文化企业确定目标市场的步骤与策略 

3.文化市场定位 

【重点、难点】 

1.重点：目标市场的内涵及确定目标市场的步骤、文化市场定位方式及其

具体策略。 

2.难点：文化市场细分的内涵、标准及程序。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讲授市场细分的相关知识点，对难点、重点进行详细论证。 

2.学生分组讨论“如果自己作为电影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你属于哪类

细分市场？还有哪些细分市场？每种市场策略是什么？”以此加深本章知识的

学习运用。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积累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参与案例讨论，以课后习题为工具进

行复习巩固；及时延伸阅读。 

【复习与思考】 

1.文化市场细分可以参考哪些标准? 

2.企业在确定目标市场的时候有哪些步骤? 

3.什么是文化市场定位?文化市场定位有哪些具体的应用策略? 

【学习资源】百度文库——延伸阅读：中国的音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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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化市场竞争及竞争战略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记忆市场竞争及其构成要素；识别文化市场竞争类型；

记忆文化企业市场竞争的制约因素、文化竞争者及其主要类型、市场竞争定位

的含义；描述文化市场竞争的基本理论知识，解释文化竞争的几种战略并根据

自身市场定位制定相应竞争策略；演示文化市场竞争者分析过程；总结市场主

导者策略、市场挑战者战略、握市场跟随者战略、市场补缺者战略。 

【课程内容】 

1.文化市场竞争 

2.文化市场竞争者 

3.文化企业基本竞争战略 

4.市场定位与市场竞争定位战略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市场竞争者分析过程 

2.难点：市场竞争定位的含义 

【教学方法】 

1.案例讨论“旅游演艺市场突围之战从哪里入手”，引出文化市场竞争及其

竞争策略的相关内容。 

2.以问题“市场竞争的基本策略有哪些，市场竞争者如何分析并制定策略？”

为导向，学生讨论本章主要章节内容。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积累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参与案例讨论，以课后习题为工具进

行复习巩固；及时延伸阅读。 

【复习与思考】 

1.如何才能更好地分析文化市场竞争者? 

2.举例说明文化企业实施什么样的竞争战略比较好。 

3.处于不同市场地位的文化企业，如何与对手展开市场竞争? 

【学习资源】 

资料链接：我国演出市场未来几年逐步步入转型升级轨道 

 

第七章   文化产品策略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记忆文化产品的概念、文化产品组合的内涵属性；描述

文化产品组合策略及运用、文化产品品牌策略及包装策略；归纳文化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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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深度、关联度；研究文化产品生命周期、文化新产品开发程序及策略。 

【课程内容】 

1.文化产品及其组合 

2.文化产品生命周期 

3.文化新产品开发 

4.文化产品品牌和包装策略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品的概念；文化产品组合的内涵 

2.难点：文化产品组合广度、深度、关联度等相关概念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粉丝经济下的主播带货”，提问学生，进而引出本章文化产品

策略的相关知识内容。 

2.对文化产品、文化产品组合、文化产品生命周期等知识点进行讲授，尤

其注重难点重点的详细讲解。 

3.分组讨论“新传媒技术下的文化产品”，让学生深刻理解文化产品的相关

知识点。 

【学习要求】课前提前预习储备基本知识点，课堂参与案例讨论，课后以

复习题为主线进行知识巩固，按时完成课后延申阅读。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文化产品组合?文化产品组合的策略有哪些? 

2.文化产品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营销策略各有哪些? 

3.什么是文化产品品牌?文化产品品牌的功能有哪些? 

4.文化产品品牌策略有哪些? 

【学习资源】 

网络视频：迪斯尼的快乐营销 

资料链接：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 

 

第八章 文化产品价格策略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解释文化产品价格如何决定；演示文化产品价格制定的程

序与方法；归纳产品定价理论并研究在不同生命周期产品的最优价格策略；分

类文化产品的成本导向定价法、需求导向定价法、竞争导向定价法；提出文化

产品定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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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1.文化产品价格 

2.文化产品定价方法 

3.文化产品定价策略 

4.文化产品定价程序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产品定价的影响因素；文化产品定价的策略及其运用。 

2.难点：文化产品的成本导向定价法、需求导向定价法、竞争导向定价法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导入，引出本章知识点，对本章相关内容进行讲授 

2.讨论“你曾买到的价格最离谱的文化产品”，对本章文化产品定价相关知

识进行总结与回顾。 

【学习要求】课前提前预习储备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参与小组讨论，课

后以复习题为主线进行知识巩固，按时完成课后延申阅读。 

【复习与思考】 

1.当前影响文化产品定价的因素有哪些? 

2.文化产品定价策略有哪些? 

3.文化企业利用价格进行竞争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4.文化产品定价的流程如何? 

【学习资源】 

案例讨论：中国报业最著名的四次价格战 

延伸阅读：图书定价的主要依据 

 

第九章  文化产品分销策略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记忆市场分销、文化市场分销渠道；描述文化产品的市场

分销渠道及构成；解释代理商的类型和职能、经销商的类型和职能、服务者的

类型和职能；说明文化市场分销渠道的策划因素、选择策略及其新发展。 

【课程内容】 

1.文化市场分销渠道 

2.文化市场分销渠道成员 

3.文化市场分销渠道策略选择 

【重点、难点】 

1.重点：代理商、经销商、服务者的类型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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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难点：分销渠道的选择策略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讨论“艺术品网上销售渐趋火热”，引入本章主要内容 

2.讲授法对本章知识点进行详细讲解。 

3.提问学生“复习与思考题”，对知识点进行回顾与总结 

【学习要求】课前提前预习储备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回答问题，课后以

复习题为主线进行知识巩固，按时完成课后延申阅读。 

【复习与思考】 

1.文化市场分销渠道的类型有哪些? 

2.影响文化市场分销渠道策划的因素有哪些? 

3.分销渠道的含义及基本功能是什么? 

【学习资源】百度资料链接：中国特色的城市院线 

 

第十章  文化产品促销策略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区分产品促销与推销；总结文化产品的促销策略与市场营

销策略、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解释人员推销的特点、素质、主要功能、

管理；描述广告促销的管理过程、推广特点和方式；解释公共关系的基本特征

与主要职能。 

【课程内容】 

1.促销与促销组合 

2.人员推销 

3.文化市场营销 

4.广告策略 

5.营业推广和公共关系 

【重点、难点】 

1.重点：促销、促销组合的含义；营业推广的特点和方式；公共关系的特

征和主要职能 

2.难点：营业推广的特点和方式；公共关系的特征和主要职能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分析讨论“央视广告招标唱大戏”，引入本章主要内容。 

2.讲授法对本章知识点进行详细讲解，尤其是难点、重点。 

3.提问学生“复习与思考题”，对知识点进行回顾与总结 

【学习要求】课前提前预习储备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回答问题，课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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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题为主线进行知识巩固，按时完成课后延申阅读。 

【复习与思考】 

1.影响促销组合的因素有哪些? 

2.文化企业选择媒体发布广告时的要点有哪些? 

3.人员推销有哪些优缺点? 

4.什么是公共关系?它有哪些特征? 

【学习资源】 

资料链接：央视广告招标唱大戏 

延伸阅读：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第十一章  文化市场营销管理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解释市场营销管理的过程与实质；归纳市场文化营销组织、

计划和控制的基本内容；撰写文化产品的市场营销策划书；解释市场营销战略

及构成要素；描述战略管理过程、市场营销组织的主要形式与实质；撰写市场

营销计划。 

【课程内容】 

1.文化市场营销战略 

2.文化市场营销组织 

3.文化市场营销管理 

4.文化市场营销计划与控制 

【重点、难点】 

1.重点：市场营销管理的过程 

2.难点：市场营销管理的实质 

【教学方法】 

1.导入案例“英迈传媒借《梦想星搭档》,助力洋河塑造公益品牌形象”，

引出本章主要知识点。 

2.讲授法对本章知识点进行详细讲解，尤其是难点、重点。 

【学习要求】 

课前提前预习储备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回答问题，课后以复习题为主线

进行知识巩固，按时完成课后延申阅读。 

【复习与思考】 

1..市场营销战略的管理过程中，几个主要环节如何才能相互衔接好? 

2.市场营销组织的演变过程体现出企业发展的哪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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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营销管理的实质为什么是“需求管理”? 

4.市场营销管理过程怎样才能保证科学规范? 

5.营销计划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与控制工作的关系如何? 

【学习资源】资料链接：文化市场营销策划书 

 

第十二章  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营销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区分国际市场营销与国内市场营销的异同联系；解释文化

产品的国际市场营销环境；分析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策略；记忆国际市场

营销的内涵；研究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现状，并关联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

市场营销环境、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策略及促销策略。 

【课程内容】 

1.国际市场营销概述 

2.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营销环境 

3.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营销环境 

2.难点：掌握文化产品国际营销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策略和促销

策略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导入案例“打好营销组合拳，推动文化企业走出去”，引入本章主要内容。 

2.讲授法对本章知识点进行详细讲解，尤其是难点、重点。 

3.提问“山西非遗产品走出国门，你认为如何确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

对本章知识点进行回顾与运用。 

【学习要求】 

课前提前预习储备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回答问题，课后以复习题为主线

进行知识巩固，按时完成课后延申阅读 

【复习与思考】 

1.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宏观环境一般包括哪些因素? 

2.选择国际分销渠道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要素? 

3.文化产品行销国际市场，有哪些促销策略可供选择? 

【学习资源】 

资料链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 

延伸阅读：热播韩剧“大长今”的跨文化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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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教学安排 

1.实践一：设计文化市场调查问卷 

实践目的：能够按照要求设计文化市场调查问卷，进行市场调查，获取市

场信息。 

实践工具：手机、笔记本电脑、纸、笔、问卷星等 APP 

实践安排：学生们按照要求首先要设计一份自己感兴趣的文化市场调查问

卷，然后选取 10位同学在班级分享设计及搜集问卷心得，每位同学限时 8分钟。 

实践场所：互联网、实地调查 

调查问卷要求：调查问卷要求标题等信息完整，实践报告要求结构完整，

根据实际调查问卷分析而出，并写出自身从调查中获取的重要结果信息。 

2.实践二：撰写市场调查报告 

实践目的：通过让学生们根据自己设计的市场调查问卷撰写市场调查报告，

培养学生分析处理信息能力， 

实践工具：手机、笔记本电脑、纸、笔、问卷星等 APP 

实践安排：学生们根据搜集回来的信息撰写市场调查报告，选取 10 位同学

在班级分享设计及搜集问卷心得，每位同学限时 8分钟。 

实践场所：教室 

市场调查报告要求：市场调查报告要求根据自身收集回来的问卷信息进行

分析，结构完整，有针对性。 

3.实践三：无领导小组讨论 

实践目的： 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锻炼学生的分析材料，运用相关知识处理

问题的能力。 

实践工具：案例材料纸、桌牌、笔 

实践安排：将学生 6-8 个人分成一个小组，每组提交相关案例材料，随机

发放搜集上来的材料，每组根据拿到的材料进行讨论，讨论时间 30分钟，小组

陈述限时 8分钟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无领导小组讨论结果，要求分析透彻，条理清晰，能够回

答所提出的问题。 

4.实践四：撰写市场营销策划 

实践目的：能够正对市场分析状况，写出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  

实践工具：纸、笔、电脑 

实践安排：同学们经过系统学习文化市场营销与管理的知识，每个人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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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化市场调查的基础上，或者是另外新选一个题目为其撰写市场营销策划。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市场营销策划要求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具有实际可操作

性。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两种。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

绩）包括课堂表现、实践作业、读书笔记三方面。期末考核采用开卷考试方式。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上课考勤、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知识运用分析能力：40-5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实践作业 

课程目标 4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知识运用分析能力：40-5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期末考试、实践作业、读书笔记 

 

七、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30%+期末考试成绩×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到课率的考察，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

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实践作业：学生根据实践要求，对所需知识进行学以致用，在专业领

域提高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3）读书笔记：总结回顾教学内容、复习相关知识点的基础上，阅读相关

名家经典书籍或报纸期刊，自我构建或充实专业理论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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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末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占总成绩的 10% 

（2）实践作业占总成绩的 10% 

（3）读书笔记占总成绩的 10% 

（4）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70%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极

互动，主动讨

论，发言积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言次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实践作业 

工作积极认真，

实践过程清晰、

报告逻辑层次

分明，具有创新

性或实用性 

工作积极 认

真，实践过程

清晰、报告逻

辑层次分明 

工 作 积 极认

真，工作实践

过 程 基 本完

整，有实践报

告 

工 作 积 极 认

真，工作实践

过 程 基 本 完

成，实践报告

基本合格 

实践工作不认

真，实践过程不

完整，缺少实践

报告 

3 读书笔记 

笔记字迹工整、

内容全面、逻辑

层次分明，重难

点突出，也有自

己的独立思考 

笔记字迹 工

整、内容全面、

逻辑层次 分

明。 

笔 记 字 迹工

整、内容全面，

已涵盖基本知

识点。 

笔 记 字 迹 工

整、内容基本

完整，但未涉

及经济学基本

知识。 

课堂笔记字迹

潦草，内容不完

整。 

4 期末考试 按期末考试试题评分标准进行分值判定 

 

八、选用教材 

 

九、主要参考书目 

1.李康化.文化市场营销学.（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2.杨东篱.文化市场营销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3.期刊《销售与市场》：杂志创刊于 1994 年，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大型营销

专业期刊。 

4.期刊《成功营销》：杂志以当代商业领域各个层面人士为读者对象，是一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文化市场营销学 赵泽润等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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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独特前瞻性和全球视野关注企业品牌成长与营销创新的高端营销管理类期

刊。 

十、课程学习建议 

第一，市场营销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尽可能地参与市场营销实

践活动，才能全面了解市场营销过程，掌握本课程知识。第二，日常生活中，

学生应运用文化市场营销的知识多观察、多思考、多总结，有助于构建文化产

业管理专业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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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基础》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传播基础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课程编码 232610115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资源概论 

文化消费心理学 
修读学期 4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实践学时 12） 

执笔人 仇兵奎 审核人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开设“文化传播基础”课，

是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一门重要课程，有助于培养符合专业需求的优秀人

才。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深刻理解和掌握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以及不

同媒介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并为进一步学习文化产业管理其它课程打好理论

基础。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熟悉文化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的专业

知识和素质； 

2.围绕文化传播的技巧和可供借鉴的诸多文化传播手段等知识，使学生在

实践中具备提升文化传播效果的能力。 

3.通过以团队形式完成实践任务的方式提高沟通合作和共同协调解决问题

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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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必备的文化传播领域的基本知识，

理解必备的人文知识。【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2：能够运用文化传播媒介，分析文化传播受众的特点，选择合

适的文化传播方式，具备相应的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要求。【毕业要求2：

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3:能够正确理解文化传播符号的相关知识，培育提升自身的文化、

艺术修养和审美观。【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课程目标 4：能够利用跨文化传播等相关策略，合理处置跨文化传播的冲

突，具备相应的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能力要求 2-3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素质要求 3-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3-3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文化传播学导论 课程目标 1 讲授 2 

文化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课程目标 1/3 讲授 2 

文化传播的模式 课程目标 1/2 讲授 2 

文化传播的主要类型 课程目标 1/2/4 讲授 4 

文化传播效果研究 课程目标 3/4 讲授 2 

文化传播中的受众研究 课程目标 2/4 讲授、实践 6 

文化传播调查研究 课程目标 2/3/4 讲授、实践 6 

跨文化传播 课程目标 3/4 讲授、实践 8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传播学导论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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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确阐释文化传播的含义 

2.结合实际应用需要，准确辨析文化传播的功能和意义 

【课程内容】 

1.文化的含义 

2.文化传播的含义 

3.文化传播的功能及其意义 

4.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传播的功能。 

2.难点：文化传播的意义。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讨论自身对文化传播的理解。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结合文化传播的意义，分析我国传统文化开展传播的必要性。 

2.简述文化传播的主要功能。 

【学习资源】 

1.慕课：《跨文化传播》。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二章  文化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学习目标】 

1.正确辨析文化传播与符号的关系 

2.准确阐释非语言符号的意义 

3.从现实出发，阐述文化传播中的意义交流 

【课程内容】 

1.文化传播与符号 

2.文化传播中的语言符号 

3.文化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 

4.文化传播中的意义交流 

【重点、难点】 



 

 224 

1.重点：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2.难点：非语言符号的重要意义。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结合自身体会，讨论非语言符号在日常交流中的作用。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非语言符号的意义。 

2.文化传播与符号的关系。 

【学习资源】 

1.慕课：《跨文化传播》。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三章  文化传播的模式 

【学习目标】 

1.清晰梳理出文化传播的主要模式 

2.构建文化传播流程 

3.正确辨析文化传播的结构要素 

【课程内容】 

1.文化传播模式概述 

2.文化传播的过程 

3.文化传播的结构要素 

4.文化传播的主要模式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传播的结构要素。 

2.难点：文化传播的主要模式。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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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 

1.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文化传播的过程。 

2.结合文化传播的主要模式，选择案例进行分析。 

【学习资源】 

1.慕课：《跨文化传播》。 

2.教材自测习题。 

第四章  文化传播的主要类型 

【学习目标】 

1.准确阐述人际传播的主要形式 

2.正确辨析群体传播的影响因素 

3.清晰阐释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的含义与特点 

【课程内容】 

1.人际传播 

2.群体传播 

3.组织传播 

4.大众传播 

5.网络传播 

【重点、难点】 

1.重点：人际传播的主要形式；群体传播的影响因素。 

2.难点：网络传播的特点。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结合自身的理解，讨论网络传播的主要特点及其优劣。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网络传播的特点。 

2.群体传播的影响因素有什么？ 

【学习资源】 

1.慕课：《跨文化传播》。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五章  文化传播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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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围绕文化传播效果产生的过程，准确辨析出文化传播效果的制约因素 

2.准确阐释主要的文化传播效果理论 

【课程内容】 

1.文化传播效果产生的过程以及制约因素 

2.几种主要的文化传播效果理论 

3.当代文化传播效果研究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传播效果产生的过程及其制约因素。 

2.难点：主要的文化传播效果理论。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结合文献，对比分析当代文化传播效果研究的最新进展。 

2.比较不同文化传播效果理论的优劣。 

【学习资源】 

1.慕课：《跨文化传播》。 

2.教材自测习题。 

第六章  文化传播中的受众研究 

【学习目标】 

1.准确阐述受众的概念、受众的类型、受众的角色 

2.准确辨析影响受众行为的因素 

3.合理阐释受众的媒介使用 

【课程内容】 

1.受众概述 

2.受众的类型与角色 

3.受众行为的影响因素 

4.受众的媒介使用 

【重点、难点】 

1.重点：影响受众行为的因素；受众的媒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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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难点：受众的角色。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实践 以“信息传播接龙活动”进行教学。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受众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2.受众的媒介有哪些？ 

【学习资源】 

1.慕课：《跨文化传播》。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七章  文化传播调查研究 

【学习目标】 

1.清晰梳理出调查研究的基本过程 

2.熟练运用内容分析法、抽样调查法和控制实验法  

【课程内容】 

1.调查研究的基本过程 

2.内容分析法 

3.抽样调查法 

4.控制实验法 

【重点、难点】 

1.重点：控制实验法。 

2.难点：内容分析法。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实践 以“设计文化传播调查问卷并做调查报告”为主题进行教学。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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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阐释内容分析法的注意事项。 

2.结合自身熟悉的领域，任意设计一份调查问卷。 

【学习资源】 

1.慕课：《跨文化传播》。 

2.教材自测习题。 

第八章  跨文化传播 

【学习目标】 

1.清晰阐述跨文化传播的含义 

2.准确辨析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3.合理运用跨文化传播策略 

【课程内容】 

1.跨文化传播概述 

2.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3.“一带一路”倡议下跨文化艺术项目实践传播策略 

【重点、难点】 

1.重点：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2.难点：跨文化传播策略。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实践 以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方式，对跨文化传播案例进行研讨。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有哪些？ 

2.网络检索主要的跨文化艺术项目实践传播策略有哪些？ 

【学习资源】 

1.慕课：《跨文化传播》。 

2.教材自测习题。 

五、实践教学安排 

实践 1.信息传播接龙（4学时） 

实践目的：通过这个实践使学生认识到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众的差异，

其传播效果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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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工具：信息卡片、纸、笔。 

实践安排：10名同学一组排成一条长龙，将一张信息卡片给长龙的第一名

同学看后，将获取的信息传递给第二个人，以此类推，一直将信息传递给长龙

中的最后一名同学。收到信息的最后一名同学再将收到的信息与第一名同学进

行信息比对，看信息有无差异。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感受：参与此项实践的同学写出自己的信息传播感受与感想，并思考

如何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给出有效建议。 

实践 2. 设计文化传播调查问卷并做调查报告（4学时） 

实践目的：通过设计文化传播调查问卷搜集自身感兴趣的专题信息，并对

获取的信息进行理性分析。 

实践工具：手机、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们首先要设计一份自己感兴趣的文化传播调查问卷，然后

对收集回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写出一份调查报告，最后在班级进行分享。 

实践场所：互联网、实地调查。 

实践报告要求：实践报告要求结构完整，根据实际调查问卷分析而出，并

写出自身从调查中获取的重要结果信息。 

实践 3.无领导小组讨论（4 学时） 

实践目的：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跨文化传播的相关材料，锻炼学生分析材

料，并运用相关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 

实践工具：案例材料纸、桌牌、笔。 

实践安排：将学生 6-8 个人分成一个小组，每组提交相关跨文化传播案例

材料，随机发放搜集上来的材料，每组根据拿到的材料进行讨论，讨论时间 30

分钟，小组陈述限时 8分钟。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无领导小组讨论结果。要求分析透彻，条理清晰，能够回

答所提出的问题。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60 %）。 

期末考核采用开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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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20%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30% 团队合作、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综合专业素养：20% 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十七、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50%+期末考核×5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文化传播基础》）。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40%）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简单思

考，互动时有

一定自主性。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情况 

（60%）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八、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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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文化传播学 张朝霞、黄昭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5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李岩.传播与文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2]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庄晓东.传播与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陈晓莹.文化传播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2-4天时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充分利用网络文献资源，主动查阅相关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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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文化》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中国旅游文化     Chinese Tourism Culture 

 
课程编码 232610116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先修课程 文化资源概论 修读学期 四学期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米昱璇 审核人 梁润萍、贾利涛 

二、课程简介 

《中国旅游文化》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为贯彻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增强文化铸魂的能力，开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

课程。该课程体现旅游学与文化学的交叉性，主要从旅游客体的角度，涉及历

史、建筑、园林、宗教、饮食等诸多方面，并结合具体的个案进行赏析。为学

生更好的理解、认识、介绍、欣赏、开发文化景观资源和理解、分析、认识各

种旅游文化现象打下坚实的知识接触。同时达到热爱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开拓理论视野、提高人文素养、培养爱国情怀、增强社会责任感的作用。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具备旅游学的基本知识，能够对旅游文化相关理论和概念有

整体把握。对中国旅游文化所研究的内容和对象有宏观的把握，初步建立起旅

游文化的知识储备。【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2：通过对旅游文化的客体的学习，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宗教文

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饮食文化的相关知识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具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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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管理的专业理论知识。【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3：能够在对中国旅游文化的认知中，初步具备分析旅游文化景

观和事项的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检索相关文献，对同类文化事象进

行初步分析。【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课程目标 4：初步具备分析和鉴赏相关文化景观和事项的能力，能够对所

分析的对象进行准确的描述，具备进行文化产业项目策划与产品创意转化的能

力能力。【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2.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1、3.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角

色扮演法 
6 

第二章 课程目标 2、3、4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互

动讨论法 
6 

第三章 课程目标 2、3、4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互

动讨论法 
6 

第四章 课程目标 2、3、4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互

动讨论法 
6 

第五章 课程目标 2、3、4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角

色扮演法 
6 

第六章 课程目标 2、3、4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互

动讨论法 
4 

合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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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中国旅游文化概论 

【学习目标】 

1. 知识目标：掌握中国旅游文化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及其在

中国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2.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运用旅游文化知识分析旅游现象、解决旅游问题的

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增强民族自豪感和

文化自信。 

【课程内容】 

1.旅游文化的相关概念，旅游文化的研究内容，旅游文化的特征，中国旅

游文化的特征。 

2.旅游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旅游文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重点、难点】 

1.重点：旅游文化的概念、特点。中国旅游文化的特征。 

2.难点：旅游文化的相关概念旅游文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教学方法】 

1.讲授法：系统介绍中国旅游文化的基本知识。 

2.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旅游文化相关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知识。 

3.角色扮演法：模拟旅游场景，让学生亲身体验和感受旅游文化。 

【学习要求】 

1.对旅游文化的相关概念有充分认知，达到识记要求； 

2.结合案例辨析旅游文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复习与思考】 

1.复习要点：回顾课程内容，梳理知识框架，强化重点难点。 

2.针对课程内容提出思考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和探索。 

【学习资源】 

学习网站：中国旅游网、携程旅游学院、途牛旅游学院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 

第二章  中国旅游历史文化 

【学习目标】 

1.掌握中国旅游历史文化的基本知识和核心概念。 

2.了解中国旅游历史文化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 

3.培养对中国旅游历史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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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1.旅游文化的相关概念，旅游文化的研究内容，旅游文化的特征，中国旅

游文化的特征。 

2.旅游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旅游文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重点、难点】 

1.重点：旅游文化的概念、特点。中国旅游文化的特征。 

2.难点：旅游文化的相关概念旅游文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教学方法】 

1.讲授法：系统地介绍中国旅游历史文化的相关知识，建立知识框架。 

2.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具体的旅游历史文化案例，深入理解相关概念和

理论。 

3.互动讨论法：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同学们一起

探讨和辩论。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提前查阅资料了解中国旅游历史文化的相关概念。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讨论。 

3.在课后找一些具体的旅游历史文化案例，继续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 

【复习与思考】 

1.思考如何将所学的旅游历史文化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例如旅游规划、

导游讲解等。 

【学习资源】 

学习网站：中国旅游历史文化网、慕课网、知网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 

第三章  中国旅游建筑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旅游建筑文化的历史演变：掌握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旅游建筑的

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 

2.掌握旅游建筑文化的审美标准：学会欣赏和评价旅游建筑的美学价值和

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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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1.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 

2.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类型包括宫殿、坛庙、陵墓、民居等，其鉴赏角度

及代表性建筑赏析。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类型及其鉴赏角度。 

2.难点：中国古代建筑鉴赏角度。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著名旅游建筑的案例，深入了解其设计理念、文

化内涵和美学价值。 

2.互动讨论法：鼓励学生之间展开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加深对

旅游建筑文化的理解。 

【学习要求】 

1.预习本章内容，查找相关旅游建筑的研究案例。 

2.积极主动思考，参与讨论。 

3.以宿舍为单位，复习本章内容，并结合现实案例展开讨论。 

【复习与思考】 

1.定期复习：每周或每两周复习一次课程内容，巩固所学知识，并尝试将

所学应用到实际情境中。 

2.思考拓展：思考如何在旅游建筑设计中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提升其文

化内涵和吸引力。同时，也可以思考如何在旅游规划中利用建筑文化来打造更

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学习资源】 

学习网站：中国古建筑网、慕课网、知网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爱课程 

第四章  中国旅游园林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旅游园林文化的历史渊源：掌握古典园林的发展历程、主要流

派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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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经典园林作品：深入了解苏州园林、皇家园林等经典园林的艺术风

格和构造技巧。 

3.掌握园林文化的审美标准：学会欣赏和评价园林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 

【课程内容】 

1.中国古典园林历史发展概述。 

2.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特征。 

3.中国古典园林的组景要素和构景手法，代表性园林赏析。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古典园林的组景要素和构景手法。 

2.难点：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底蕴。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法：利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展示园林的美景和构造细节，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园林文化。 

2.互动讨论法：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分享对园林文化的理解和感受，进行深

入的讨论和交流。 

【学习要求】 

1.预习本章内容，查找中国代表性园林的相关案例。 

2.积极主动思考，互相分享心得。 

【复习与思考】 

1.定期回顾：每周或每两周回顾一次课程内容，巩固所学知识，并思考如

何将园林文化融入旅游实践中。 

2.案例分析：选择几个经典的园林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理解其设计理念和

文化内涵，并思考其对于现代旅游园林建设的启示。 

【学习资源】 

学习网站：中国园林网、园林设计专业网站、慕课网、知网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爱课程 

第五章  中国旅游宗教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旅游宗教文化的多样性：熟悉中国主要的宗教信仰，如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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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以及它们在旅游中的体现。 

2.掌握宗教文化的审美标准：学会欣赏和评价宗教建筑、雕塑、绘画等艺

术品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 

3.掌握宗教文化的审美标准：学会欣赏和评价宗教建筑、雕塑、绘画等艺

术品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 

【课程内容】 

1.中国四大宗教即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立背景，基本教义，

主要经典、标志，建筑，信仰对象，宗教仪式，节日，人员称谓，宗教圣地。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四大宗教的创立背景、基本教义、经典、标志和宗教仪式。 

2.难点：中国四大宗教的基本教义。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法：利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展示不同地域的宗教文化，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宗教文化 

2.角色扮演法：模拟与不同宗教信仰的游客的交流场景，提升学生跨文化

交流的能力。 

【学习要求】 

1.预习本章内容，查了解中国四大宗教类别。 

2.积极主动思考，互相分享心得。 

【复习与思考】 

1. 定期复习：每周或每两周复习一次课程内容，巩固对宗教文化的理解和

记忆。 

2.深入思考：思考宗教文化在现代旅游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在旅游

中更好地尊重和理解不同的宗教信仰。 

3.模拟实践：模拟导游或旅游服务人员的角色，与模拟的游客进行交流，

提升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学习资源】 

学习网站：中国宗教网、慕课网、知网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爱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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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旅游饮食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地域特色：掌握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历

程，了解不同地域的饮食特点和风味。 

2.熟悉经典的中国菜品和饮品：了解并尝试制作经典的中华美食，如川菜、

粤菜、鲁菜等，同时了解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 

【课程内容】 

1.中国菜系文化的形成、必备条件和内容 

2.中国四大菜系的组成内容、代表菜肴、主要特征。 

3.中国酒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酒的分类，不同类型酒的代表及其品饮方法，

酒具，酒事，与酒相关的文学作品。 

4.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茶叶的分类，不同类型茶的代表及其品饮方

法，茶事，《茶经》，与茶相关的文学作品。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菜系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的代表及鉴赏。 

2.难点：中国饮食文化传承和创新。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法：利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展示中国的美食烹饪文化，

煮茶饮酒文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饮食文化 

2.互动讨论法：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饮食经验和感受，进行深入的讨论和

交流，增加学习的趣味性。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了解中国八大菜系分类。 

2.查阅并整理家乡饮食文化特色。 

3.课堂上围绕所举案例展开积极思考，能积极回答问题。 

【复习与思考】 

1.定期回顾：每周或每两周回顾一次课程内容，巩固所学知识，并思考如

何将饮食文化融入旅游实践中。 

2.饮食体验分享：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饮食体验，包括品尝过的美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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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文化氛围等，增加学习的深度。 

3.实践应用：在旅游服务中，尝试为游客提供合适的饮食推荐和餐饮服务，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场景中，提升实践能力。 

【学习资源】 

学习网站：中国饮食文化网、慕课网、知网、舌尖中国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爱课程 

五、实践教学安排 

1、实践 1. 中国历史文化之最鉴赏 

实践学时：3学时 

实践目的：了解我国古代历史中的文化之最。 

实践工具：多媒体设备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我国历史文化中概貌及精华，学生每 3-5 人一组，将

所收集的资料和内容通过 PPT、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鉴赏与讨论。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  

鉴赏要求：每小组抽签选择一类代表性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内容，通

过 PPT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展示，并选出一名代表进行鉴赏与介绍。 

2、实践 2. 中国旅游建筑典型鉴赏 

实践学时：4学时 

实践目的：了解我国不同类型的旅游古建筑代表及其鉴赏角度。 

实践工具：多媒体设备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我国旅游古建筑概貌及精华，学生每 3-5 人一组，将

所收集的资料和内容通过 PPT、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鉴赏与介绍。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  

鉴赏要求：每小组抽签选择一类代表性的旅游古建筑的精华内容，通过 PPT

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展示，并选出一名代表进行汇报与交流。 

3、实践 3. 中国古典园林经典鉴赏 

实践学时：2学时 

实践目的：根据我国古代园林的鉴赏角度及鉴赏方法对代表性园林进行鉴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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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工具：多媒体设备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我国古典园林概貌及鉴赏角度和方法，学生每 3-5 人

一组，选取代表性园林，将所收集的资料和内容通过 PPT、图片、视频等形式

进行鉴赏与介绍。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  

鉴赏要求：每小组抽签选择一类代表性的中国古典园林精华内容，通过 PPT

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展示，并选出一名代表进行汇报与交流。 

4、实践 4. 中国菜系文化鉴赏 

实践学时：3学时 

实践目的：了解我国菜系文化代表及其鉴赏角度。 

实践工具：多媒体设备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我国菜系文化概貌及精华，学生每 3-5 人一组，将所

收集的资料和内容通过 PPT、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鉴赏与介绍。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  

鉴赏要求：每小组抽签选择一类中国的代表性菜系，通过 PPT 图片、视频

等形式进行展示，并选出一名代表进行汇报与交流。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本课程期末综合成绩采取“N+1”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包括汇报

能力（20分）、课堂表现（30分）、平时作业（50分）占比 50%；“1”指卷面成

绩，占比 50%，其中卷面成绩不低于 50分，低于 50分者，总成绩视为不及格。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团队合作、实践表现、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40% 

职业素养与信念：10% 

团队合作、实践表现、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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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 

职业素养与信念：10% 

 

团队合作、实践表现、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团队合作、实践表现、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十八、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50%+期末成绩×50% 

2.平时成绩评定 

1. 课堂教学情况评价方法与标准 

汇报能力记录占平时成绩中的 20%，按照百分制给分，记录学生在实践环

节中的作品展示及表述能力，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给分。 

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中的 30%，根据课上随机提问，记录学生回答问题情

况，根据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与正确性酌情给分。 

平时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50%，每学期布置 2 次平时作业，每次作业满分 100

分，作业评价方法与标准附后。 

2. 作业评价方法与标准 

 评价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①不交作业，成绩为 0分，百分制计分； 

②完整性：20分，作业内容基本完整，没有故意的少题、漏题； 

③认真程度：20 分，格式规范，代码层次清晰，字体统一，不是随意拼凑； 

④正确性：40分，根据答题情况给出分数； 

⑤重复率：20 分，允许不同的作业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但不能全部相同。

如果有部分完全相同，酌情扣分。 

学期末，每个学生所有作业的平均值×50%，即是该同学最后评价的作业环

节评价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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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评价方法与标准。 

成绩共分五档，一档 90-100分，二档 80-90分，三档 70-80分，四档 60-70

分，五档 60分以下，无负分。 

一档：实践对象符合命题范围，主题明确，有创新性；支撑材料逻辑清晰，

语言符合规范，态度认真。 

二档：实践对象符合命题范围，主题较明确，有一定的创新性，支撑材料

逻辑较清晰，语言符合规范，态度认真。 

三档：实践对象符合命题范围，主题较明确，创新性不够，支撑材料有一

定的逻辑层次，语言无明显语言错误，态度一般。 

四档：实践对象基本符合命题范围，没有偏离主题较明确，没有明显的创

新性体现，支撑材料有一定的逻辑性，语言无明显语言错误，态度一般。 

五档：实践对象偏离命题范围，没有主题，没有创新性，支撑材料缺乏逻

辑性，语言存在明显语言错误，态度不认真 

4.期末考核评价标准 

详见期末试题评分标准。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实践表现 

实践对象符合

命题范围，主

题明确，有创

实践对象符合

命题范围，主

实践对象符合

命题范围，主

题较明确，创

实践对象基本

符 合 命 题 范

围，没有偏离

实践对象偏离命

题范围，没有主

题，没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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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支撑材

料逻辑清晰，

语 言 符 合 规

范，态度认真。 

题较明确，有

一 定 的 创 新

性，支撑材料

逻辑较清晰，

语 言 符 合 规

范，态度认真。 

 

新性不够，支

撑材料有一定

的逻辑层次，

语言无明显语

言错误，态度

一般。 

主题较明确，

没有明显的创

新性体现，支

撑材料有一定

的逻辑性，语

言无明显语言

错误，态度一

般。 

支撑材料缺乏逻

辑性，语言存在

明显语言错误，

态度不认真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      

九、主要参考书目 

[1]刘明广.中国旅游文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2]邝金丽，陆新文.中国旅游文化.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2 

十、课程学习建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旅游文化是一门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践的课程。

在学习过程中，既要理解并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也要结合实际旅游体验，深

入理解旅游文化的内涵。 

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是提升理解和思考能力的重要方式。通过参

与课堂讨论，可以与其他同学分享自己的见解，并从他们的观点中获得新的启

示。 

多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章：除了指定的教材外，还可以多阅读一些与旅游文

化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以扩大知识面，深化对旅游文化的理解。 

注重观察和体验：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观察和体验身边的旅游文化现象，

如旅游景区的文化特色、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元素等。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

解旅游文化的实际应用。 

做好笔记和总结：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好笔记和总结，以便回顾和巩固所

学知识。同时，也可以通过笔记和总结，提炼出自己对旅游文化的独特见解和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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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产业运营与管理》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新媒体产业运营与管理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New Media Industry ） 

课程编码 232610117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传播基础 修读学期 7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实践学时 12） 

执笔人 王宇娟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新媒体产业运营与管理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广阔的文化与产业视野，能够独立完成专业

的文化产业市场调查分析和文化产业策划方案，打造具有终身学习的专业素质。学生在课

程中了解当下新媒体工作的具体内容与要求的能力，为毕业后求职前置专业知识。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了解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2：了解新媒体产业运营概念【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3：了解如何运营新媒体【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 4：掌握数据分析等专业技能【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 5：掌握文案、写作、策划等能力【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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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2-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5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3-1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绪论 课程目标 1/2/3/5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4 

第二章用户运营 课程目标 1/2/3/5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第三章产品运营 课程目标 1/2/3/5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第四章内容运营 课程目标 1/2/3/5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第五章活动运营 课程目标 1/2/3/5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第六章投放、数据分析 课程目标 1/2/3/4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第七章抖音运营、小红书运营 课程目标 1/2/3/4/5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第八章案例分析 课程目标 1/2/3/4/5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新媒体产业运营与管理导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媒体的定义 

2. 了解新媒体传播特点 

3. 了解新媒体运营的发展历史 

【课程内容】 

1. 新媒体的定义 

2. 新媒体传播特点 

3. 新媒体运营的发展历史 

【重点、难点】 

1.重点：新媒体运营所需技能 

2.难点：互联网企业的基本构成及工作流程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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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案例引出新媒体概念 

2.通过求职网站了解当下对运营岗位的条件 

3.通过案例了解运营内容及所需能力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 在招聘网站寻找新媒体运营招聘条件 

2. 了解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相关发展现状 

【学习资源】 

利用多媒体渠道寻找相关案例 

 

第二章  用户运营 

【学习目标】 

1.了解用户运营的定义 

2.了解用户运营传播特点 

3.了解如何进行用户运营 

【课程内容】 

1. 用户运营的定义 

2. 用户运营特点 

3. 用户运营所需技能 

【重点、难点】 

1.重点：用户运营所需技能 

2.难点：如何拉新、促活、留存、转化 

【教学方法】 

1.通过案例引出用户运营 

2.通过求职网站了解当下对内容运营岗位的条件 

3.通过案例了解用户运营及所需能力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250 

【复习与思考】 

学习如何搭建账号进行用户运营 

【学习资源】 

抖音、小红书优秀博主 

第三章  产品运营 

【学习目标】 

1. 了解产品的定义 

2. 了解产品运营发展方向 

3. 了解产品运营工作内容 

【课程内容】 

1. 产品运营的定义 

2. 产品运营发展方向 

3. SOP流程 

4. 案例分析 

【重点、难点】 

1.重点： 产品运营所需技能 

2.难点：产品运营体系搭建 

【教学方法】 

1.通过案例引出产品运营的定义 

2.通过求职网站了解当下对运营岗位的条件   

3.通过案例了解运营内容及所需能力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搭建产品运营体系，完成课题 

【学习资源】 

抖音官方学习网站 

第四章  内容运营 

【学习目标】 

1.了解内容运营的定义 

2. 了解内容运营所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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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优秀文案写作方式 

【课程内容】 

1. 内容运营的定义 

2. 内容运营所需技能 

3. 优秀文案写作方式 

【重点、难点】 

1.重点：内容运营所需技能 

2.难点：优秀文案写作方式 

【教学方法】 

1.通过案例引出内容运营的概念 

2.通过求职网站了解当下对运营岗位的条件 

3.通过案例了解内容运营所需能力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收集优秀文案，完成课题 

【学习资源】 

优秀公众号的优质文案、小红书优质文案 

 

第五章  活动运营 

【学习目标】 

1.了解活动运营的定义 

2. 了解活动运营特点 

3. 分析活动案例，总结经验 

【课程内容】 

1. 活动运营的定义 

2. 活动运营具体工作 

3. 活动内容所需技能 

4.活动运营 SOP 流程 

【重点、难点】 

1.重点：SOP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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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难点：案例分析，不同阶段所做活动分析 

【教学方法】 

1.通过案例引出新媒体概念 

2.通过求职网站了解当下对运营岗位的条件 

3.让学生通过案例掌握 SOP流程的内容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做课题时，归纳总结每个环节需要可做的活动 

【学习资源】 

参考互联网公司活动的细节与过程 

 

第六章  投放 数据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投放及数据分析 

2. 掌握微信公众号数据分析 

3. 掌握微博数据分析 

【课程内容】 

1.相关知识 

2.点击率，GMV，活跃用户数 

3.数据分析的意义 

4.数据分析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掌握微信公众号数据分析 

2.难点：掌握微博数据分析 

【教学方法】 

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研究性教学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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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在招聘网站寻找投放与数据分析岗位的招聘条件 

【学习资源】 

哔哩哔哩平台数据分析、投放课程 

 

第七章  抖音运营、小红书运营 

【学习目标】 

1.了解抖音、小红书运营的定义 

2. 了解此类媒体传播特点 

3. 打造专属文化产业、非遗账号 

【课程内容】 

1. 抖音、小红书运营的定义 

2. 进行案例分析 

【教学方法】 

1.通过案例引出概念 

2.通过案例了解此类媒体账号运营规则 

【学习要求】 

1.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觉查阅学习

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在申请自己媒体账号时的流程以及关注点 

【学习资源】 

小红书、抖音等多媒体平台 

第八章  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让学生分组申请，运营自媒体账号 

【课程内容】 

学生进行展示讲解 

【复习与思考】 

在展示后，思考是否有提升空间，如何做有质量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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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教学安排 

实践课时：12课时 

通过讲解新媒体产业运营及管理方式，了解新媒体产业运营内容。通过专

业知识，学生分组创建自己的账号，在教学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生不断接触

优秀账号，提升账号质量。学生在内容运营、产品运营、活动运营、用户运营

等方面有专业提升。 

序号 实践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指

标点 

1 了解新媒体账号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 1-2 

2 建立新媒体账号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2-1 

3 经营与管理新媒体账号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2-1/3-2 

 

实践 1. 了解新媒体账号 

实践目的：了解现有新媒体账号类型。 

实践仪器：手机、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以 6—8人为一小组，对熟悉或感兴趣的新媒体账号进行调

查了解。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账号有代表性、与文化产业、非遗等相关。 

 

实践 2. 建立新媒体账号 

实践目的：通过对新媒体账号的了解，进一步运用收集的文化知识建立文

化产业及非遗相关新媒体账号。 

实践仪器：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按照之前的分组，结合前期的调研，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

建立账号。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要求账号有具体的名称、logo、头像、内容等。 

 

实践 3. 经营与管理新媒体账号 

实践目的：对已有的账号进行经营与管理。 

实践仪器：手机、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实践一”和“实践二”设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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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新媒体账号的正常运营。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在最终的策划书里，要求有新媒体账号的内容、数据、用

户等方面的运营情况。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平时作业：30%、 知识

测验：20%、实践能力：20% 

期末考核采用提交作品方式进行考核。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寻找创意点，打造新媒体账号 课堂讨论、团队合作 

课程目标 3 对案例进行分析 课堂表现、团队合作 

课程目标 4 创建完整账号，进行讲述 报告展示、实践表现、团队合作 

课程目标 5 形成账号策划等文案 课堂讨论、期末考试 

 

七、成绩评定 

（一）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50%+期末考核×50% 

（二）平时成绩评定 

1. 课堂表现：30% 

2. 平时作业：30% （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 知识测验：20% 

4. 实践能力：20% 

（三）期末成绩评定 

1.作品是否完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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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有产品运营、活动运营、内容运营、用户运营等流程 30% 

3.是否进行数据分析、改正，进行文案分析 20%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实践能力 
实践全部完成

满分，有假条

请假酌情扣分 

实践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1 次，有

迟到和请假次

数很少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2 次，有

迟到或请假次

数适中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3次，有迟

到或请假次数

多 

八、选用教材 

无 

九、主要参考书目 

[1]IMS（天下秀）新媒体商业集团.新媒体产品定位与运营.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2022 

十、课程学习建议 

1.分析优秀账号成功方式 

2.提升新媒体产业运营所需技能，例如：数据分析能力、PS能力 

3.经常复盘，提升策划、文案的书写能力。 

3.每周关注文化产业行业发展动态，提升文化产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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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与数字产业经营管理》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动漫与数字产业经营管理 

Animation and Digital Industry Management 

 

Animation and Digital Industry Management 

 

课程编码 232610118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世界文化产业概论 修读学期 5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薛雨辰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一门建立在动漫产业、文

化市场营销学和现代管理学基础之上的交叉性学科，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本

课程以时间为线索从动漫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变革入手，对中西方动漫行业的发

展状况进行全方位比较与介绍，以产业媒介为研究重点分析阐明了不同媒介的

属性特征与不同发展历史时期的定位，对动漫产业的衍生品开发则从起源到发

展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消费市场展开了细致的说明，并分析了中国动漫

产业一路发展以来的挫折以及所获得的成果与现状，展望了中国动漫产业未来

的发展前景。同时，还对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与动漫产业的融合进行了简

单介绍。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旨在培养拥有丰厚动画、漫画、动漫

知识、数字文化产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人才，为今后学生走向动漫、数字

娱乐等行业从业打下基础。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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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明确动画与漫画产业联动化发展起源、21 世纪至今世界动漫

产业的发展变革。掌握动漫产业的衍生品开发与营销、专业技术、媒体应用，

把握变化中的数字娱乐产业，建立起关于动漫产业的基本知识框架。【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2：熟悉优秀国漫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当代优秀文化有深

刻认知，具备将中华文化元素转化为动漫产品的文化创新意识与习惯。基于理

论学习与案例分析，能够对目前动漫与数字产业链经营环境和经济现象进行分

析。【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2】 

课程目标 3：要求学生了解我国与国外动漫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历程、发展

现状，国家对该产业的扶持政策；理解动漫发达国家在内容创作方面的可借鉴

经验，中国动漫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毕业要求 8：国际视

野 8-2】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 8-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动漫产业化起源与发展

变革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 4 

动漫发达国家的动漫产

业发展状况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

式教学法 
6 

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历

程及发展状况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 6 

动漫产业的产业媒介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

式教学法 
6 



 

 261 

动漫产业衍生产品的开

发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

式教学法 
4 

数字时代的动漫产业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

式教学法 
6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动漫产业化起源与发展变革 

【学习目标】 

1.了解动画、漫画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联动化 

2.理解 20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世界动漫产业的发展变革、20 世纪 90年

代至新世纪初世界动漫产业的发展变革 

3.掌握中国动漫产业在新世纪受到市场因素与国家政策双方面影响后的变

革历程 

【课程内容】 

1.动画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漫画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2.动画与漫画产业联动化发展起源 

3.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世界动漫产业的发展变革、20 世纪 90 年代至

新世纪初世界动漫产业的发展变革 

4.21世纪至今世界动漫产业的发展变革 

【重点、难点】 

1.重点：21世纪至今世界动漫产业的发展变革 

2.难点：动漫产业逐步走向全球化发展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动漫产业化的兴起及其发展变革历程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对于发展变革历程尤其是“动漫产业逐步走向全球化发展”辅

以案例进行讲解 

【学习要求】 

1.课前自觉预习、课上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勤于思考，踊跃回答问

题，参与讨论 

2.课后参阅学习资源及参考书目，完成复习与思考题，从而巩固课堂知识 

【复习与思考】 

将世界动漫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变革与同时期中国动漫行业的发展状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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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学习资源】 

1.盘剑《轨迹：中国动漫产业发展与动画艺术演进》 

2.陶冶《中国动漫产业》 

 

 

第二章  动漫发达国家的动漫产业发展状况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美、日韩动漫产业的现状 

2.归纳欧美、日韩动漫产业的发展特征 

3.掌握欧美、日韩动漫产业的可借鉴之处 

【课程内容】 

1.美国的动漫产业 

2.日本的动漫产业 

3.韩国的动漫产业 

4.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的动漫产业 

【重点、难点】 

1.重点：欧美、日韩动漫产业的发展特征 

2.难点：欧美、日韩动漫产业的可借鉴之处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动漫发达国家的动漫产业发展状况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美国重点讲解迪士尼卡通，日本重点讲解吉卜

力工作室与宫崎骏动漫，韩国重点讲解漫改剧，通过案例讲解进行启发式教学，

引导学生通过经典案例思考动漫发达国家动漫创作的长处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内容，并自觉预习本章节内容 

2.课堂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搜集并罗列东映与东宝公司出版发行的著名动漫作品 

2.思考政策环境对一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影响 

【学习资源】 

1.增田弘道《日本动漫产业的商业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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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捷《美国动漫史话》 

 

 

第三章 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状况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历程 

2.知晓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与实践情况 

3.掌握中国动漫产业的投融资模式、动漫人才培养与产业基地模式 

4.明晰中国动漫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课程内容】 

1.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历程 

2.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与实践情况 

3.中国动漫产业的投融资模式：与动漫发达国家对比 

4.中国动漫人才培养与产业基地模式 

5.中国动漫产业市场发展障碍，在日、美动漫影响下中国动漫如何走出自

己的特色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动漫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2.难点：中国动漫产业的投融资模式、动漫人才培养与产业基地模式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状况的理论知识 

2.案例法：对于中国动漫人才培养与产业基地模式，辅以“中国国家级动

画产业基地、中国十大动漫产业园”等案例进行讲解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知识，并自觉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中国动漫人才培养模式相较于国外发达动漫国家而言有什么优缺点？ 

2.谈谈你所了解的中国动漫产业市场的发展障碍 

【学习资源】 

1.盘剑《轨迹：中国动漫产业发展与动画艺术演进》 

2.《2023年动画漫画内容数据报告》、《2023年中国动漫行业发展历程、主

http://www.baidu.com/link?url=CGLvEmYGYJhRCl-j30jUCPS_M6DgB__HfW7s-oHQPAibhcisS_MB_RiI9xMGfU53mjwNqVUCT9pVT3esFYyVP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GLvEmYGYJhRCl-j30jUCPS_M6DgB__HfW7s-oHQPAibhcisS_MB_RiI9xMGfU53mjwNqVUCT9pVT3esFYyV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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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业政策及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第四章 动漫产业的产业媒介 

【学习目标】 

1.了解影院、电视、互联网动画片以及纸媒、数字互联网漫画的发展历程 

2.掌握影院、电视、互联网动画片以及纸媒、数字互联网漫画的特点，能

够进行优缺点对比分析 

【课程内容】 

1.动漫产业的影院媒介 

2.动漫产业的电视网络媒介 

3.动漫产业的数字及互联网媒介 

4.动漫产业的纸媒介 

【重点、难点】 

1.重点：电视、互联网动画片以及纸媒、数字互联网漫画的特点，能够进

行优缺点对比分析 

2.难点：动漫产业的数字及互联网媒介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动漫产业的不同产业媒介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针对“动漫产业的数字及互联网媒介”“动漫产

业的影院媒介”等部分知识，运用“近年来国漫电影崛起的代表作品如《大鱼

海棠》《姜子牙》《长安三万里》《哪吒》”等案例进行分析，启发学生的思考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自觉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思考动漫产业的纸媒介在当今数字媒介时代如何可持续发展？ 

2.以《长安三万里》为例，分析中国动漫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应用 

【学习资源】 

1.王广振《动漫产业概论》 

2.盘剑《轨迹：中国动漫产业发展与动画艺术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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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动漫产业衍生产品的开发 

【学习目标】 

1.了解动漫产业衍生产品开发的现状 

2.掌握动漫产业衍生产品开发的基本原理 

3.明晰动漫产业衍生产品对其他社会行业的渗透与推动 

【课程内容】 

1.动漫产业衍生产品开发的现状 

2.动漫产业衍生产品开发的基本原理 

3.动漫产业衍生产品对其他社会行业的渗透与推动 

【重点、难点】 

1.重点：动漫产业衍生产品开发的现状与基本原理 

2.难点：动漫产业衍生产品对其他社会行业的渗透与推动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动漫产业衍生产品的开发的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分析“迪士尼品牌的衍生品开发、日本动漫衍

生品产业”等案例，启发学生的思考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作图绘制动漫产业的产业链 

2.我国动漫衍生品开发领域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学习资源】   

余春娜 孔中《动漫产业分析与衍生品开发》 

 

 

第六章 数字时代的动漫产业 

【学习目标】 

1.了解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2.掌握数字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3.知晓数字动漫产业的未来趋势 

【课程内容】 

1.数字文化产业：数字出版、数字娱乐、数字图书、数字影视、数字动漫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3%E0%B4%BA%C4%C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F%D7%D6%D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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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3.数字动漫产业的优势与未来发展趋势 

【重点、难点】 

1.重点：数字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2.难点：数字动漫产业的未来趋势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数字时代的动漫产业相关理论知识 

2.案例分析与启发式教学法：课堂分析当前数字动漫产业集大成、拥有海

量数字动漫产品的腾讯视频、奥飞娱乐等，引导学生思考其发展优势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思考数字影视产业与数字动漫的联系？ 

2.动漫产业数字化为文化创意与娱乐领域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学习资源】 

1.杨军《数字影视和动漫技术现状与应用前景》 

2.王广振《动漫产业概论》 

  

五、实践教学安排 

 

实践 1. 美国动漫作品鉴赏与分析 

实践目的：引导学生通过经典案例思考动漫发达国家动漫创作的长处。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指

标点 

1 美国动漫作品鉴赏与分析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8-2 

2 日本动漫作品鉴赏与分析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8-2 

3 中国优秀动漫鉴赏与评析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3-2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BE%F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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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安排：教师系统讲解美国迪士尼公司制作的动漫电影与卡通作品，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选取一个感兴趣的美国动漫作品，分析它的特点与长处，并

进行分享。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实训室或多媒体教室。 

实践 2. 日本动漫作品鉴赏与分析 

实践目的：引导学生通过经典案例了解动漫大国日本在进行动漫内容生产

制作与传播营销方面的经验。 

实践安排：教师重点讲解吉卜力工作室与宫崎骏动漫，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选取一个感兴趣的日本动漫作品，分析它的特点与长处，并进行分享与讨论。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实训室或多媒体教室。 

实践 3. 中国优秀动漫电影鉴赏与评析 

实践目的：通过鉴赏优秀国漫，明确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不足。 

实践安排：教师讲解近年来国漫电影崛起的代表作品如《大鱼海棠》《姜

子牙》《哪吒》”等案例，并观看《长安三万里》，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

国漫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美学特质与不足之处。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实训室或多媒体教室。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实践（10%）。 

期末考核实行考查。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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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基本知识：动画与漫画产业联动化发

展起源与变革、动漫产业的衍生品开

发与营销、媒体应用。（30%-40%） 

课堂表现、作业、课堂参与、期

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创新能力：优秀国漫作品的案例分

析、动漫与数字产业链经营环境和经

济现象等。（20%-30%） 

课堂表现、实践、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国际视野：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及存

在的问题、国外动漫产业的兴起与发

展，动漫发达国家在内容创作方面的

可借鉴经验等。（30%-40%） 

作业、实践、课堂参与、期末考

试 

十九、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50%+期末考核×5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中的 30 分，主要由回答问题、课堂

互动、听课状态等方面来衡量。课堂听课状态佳、能够回答出老师提出的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者可得高分。 

（2）作业：平时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40 分，每学期布置 2 次平时作业，每

次作业满分 100分，主要以客观或主观题目为主。 

（3）课堂参与：课堂参与占平时成绩中的 20 分，主要通过点名和出勤率

考察，全勤记为 20 分，缺勤一次减 5分，三次以上缺勤不能参加期末考核，课

程修读无效。 

（4）实践：实践环节占平时成绩的 10 分，主要考核依据为课堂实践环节

表现情况、讨论的参与度、提交材料的完整度等。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动漫与数字产业经营管理》期末试题评分标准。 

（二）评分标准 

示例：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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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全勤满分，有

假条请假酌情

扣分 

迟到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 故 旷 课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旷课2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适中 

无故旷课 3次 

有迟到或请假次

数多 

4 实践 

分组课堂讨论

热烈，有自己

的 创 新 性 想

法，实践材料

提交规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较为热烈，实

践材料提交比

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一般，有

提交实践材料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较差，提

交的实践材料

质量低 

未进行分组课堂

讨论，无法提交

实践材料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教材  

 

    

九、主要参考书目 

1.盘剑.轨迹：中国动漫产业发展与动画艺术演进.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 

2.陶冶.中国动漫产业.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 

3.余春娜，孔中.动漫产业分析与衍生品开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十、课程学习建议 

  需在课余时间对动漫作品投入更多关注，多观看美国、日本、中国的优秀

动漫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国漫电影，在此过程中体悟中外动漫产业的差别与我

国动漫在内容生产与传播营销方面的不足。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3%E0%B4%BA%C4%C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F%D7%D6%D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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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鉴赏》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艺术品鉴赏     Art Appreciation 

 

课程编码 232610213C 适用专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专业 

先修课程 文化创意与策划 修读学期 七学期 

课程类别 职业能力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米昱璇 审核人 王国棉、贾利涛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该课程是学生能够鉴赏艺术品的

基本课程，是培养学生专业审美和鉴赏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

标的重要环节。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素养和能力： 

1.了解艺术品的表现特征和种类；掌握艺术品鉴赏的基本途径，获得关于

历史学、美学、艺术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知识，掌握艺术品鉴赏方面的理论

知识。 

2. 掌握艺术品鉴赏的基本原则，提升欣赏能力和美学修养，促进学生在文

化产业方面的发展。 

3. 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鼓励学生积极开展艺术品鉴赏交流活动，掌握

艺术品的美学特征和鉴赏思路，以此培养学生具备文献检索与信息整合能力，

培养学生语言表述能力和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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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关于历史学、美学、艺术学、

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知识，掌握艺术品鉴赏方面的理论知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4：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 2：学习本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对艺术品的深度认知，提升学生

专业审美和鉴赏能力，同时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专业素质。【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4：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 3：学好该课程，需要学生去查阅相关书籍，搜集并整合相关资

料，经过认真研究分析，才能把握鉴赏的基本途径，领悟艺术品鉴赏的精髓，

以此培养学生具有文献检索与信息整合能力，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沟通表达能力】 

课程目标 4：通过该课程的实践学习与交流，培养学生语言表述能力和人

际交往与沟通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沟通表达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沟通表达能力 6.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6：沟通表达能力 6.1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 课堂讲授、实例分析 4 

第二章 
课程目标 

2、3、4 

课堂讲授、实例分析 

实践操作 
6 

第三章 课程目标 课堂讲授、实例分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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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实践操作、小组讨论 

第四章 
课程目标 

2、3、4 

课堂讲授、实例分析 

实践操作、小组讨论 
6 

第五章 
课程目标 

2、3、4  

课堂讲授、实例分析 

实践操作、小组讨论 
8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绪论 

【学习目标】 

1.了解艺术品鉴赏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和意义。 

2.掌握艺术品鉴赏的方法和技巧，包括观察、分析、判断和鉴赏等方面。 

3.理解不同艺术形式和风格的特点和表现方式。 

【课程内容】 

1.艺术品的特点 

2.艺术品的种类 

3.艺术鉴赏的基本途径 

【重点、难点】 

1、重点：艺术品的种类；艺术鉴赏的基本途径 

2、难点：艺术鉴赏的基本途径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解：通过讲解艺术品鉴赏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和意义，使学生

了解艺术品鉴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 实例分析：教师可以选择一些经典的艺术作品进行实例分析，引导学生

观察和分析艺术作品的特点和表现方式。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提前查阅资料了解艺术品鉴赏的方法和技巧。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在课后收集整理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工艺品。 

【复习与思考】 

1.艺术品鉴赏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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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品鉴赏的方法和技巧有哪些？如何观察、分析、判断和鉴赏艺术品？ 

3.在艺术品鉴赏过程中，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巧进行实践操作？如何

提高自己的艺术品鉴赏水平和审美能力？ 

【学习资源】 

参考《艺术概论》、《艺术鉴赏》、《现代艺术鉴赏词典》、《中国美术史》、《西

方美术史》等相关书籍，深入了解艺术品鉴赏的相关知识和理论。 

 

第二章  玉器的鉴赏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我国古代玉器的种类、特点及时代演变。 

2.学习掌握玉器鉴赏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包括观察颜色和质地、摸感、看

玉纹、听声音等。 

3.通过对不同时期玉器的赏析，理解玉器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培养对古代玉器的兴趣和热爱，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课程内容】 

1.玉器的定义和我国古代的主要玉材 

2.我国古代玉器的基本类别 

【重点、难点】 

1.重点：我国古代的主要玉材有哪些；我国古代玉器的基本类别（礼器、

葬玉、装饰品） 

2.难点：我国古代玉器的基本类别（礼器、葬玉、装饰品） 

【教学方法】 

1.课堂讲解：教师介绍我国古代玉器的历史背景、种类及特点，同时讲解

玉器鉴赏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2.实例分析：选取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玉器进行实例分析，让学生深入

了解每个时期玉器的特点。 

3.小组讨论：学生分组进行讨论，交流对不同时期玉器的感受和理解，互

相学习和借鉴。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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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习本章内容，了解我国古代玉器的种类、特点及时代演变。 

2.积极主动思考，参与讨论。 

3.按要求完成课程实例分析。 

【复习与思考】 

1.我国古代玉器的历史背景和特点是什么？不同时期的玉器有什么变化？ 

2.玉器鉴赏的基本技巧和方法有哪些？如何运用这些技巧和方法来鉴赏真

正的玉器？ 

【学习资源】 

书目：《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玉器鉴赏》、《中国玉器收藏与鉴赏全书等。 

网络：“中国古玉网”、“珍品网”、“天天鉴宝”等。 

 

第三章  瓷器的鉴赏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瓷器的种类、特点及发展历程。 

2.学习掌握瓷器鉴赏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包括观察造型、釉色、纹饰、胎

质等。 

3.通过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瓷器的赏析，理解瓷器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

艺术价值；培养对瓷器的兴趣和热爱，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课程内容】 

1.我国瓷器的发展沿革 

2.瓷器的定义和鉴赏要点 

【重点、难点】 

1. 重点：瓷器的定义和鉴赏要点 

2.难点：瓷器的定义和鉴赏要点 

【教学方法】 

1.课堂讲解：教师介绍瓷器的历史背景、种类及特点，同时讲解瓷器鉴赏

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2.实例分析：选取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具有代表性的瓷器进行实例分析，

让学生深入了解每个时期瓷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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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组讨论：学生分组进行讨论，交流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瓷器的感受

和理解，互相学习和借鉴。 

【学习要求】 

1.预习本章内容，查找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瓷器作品。 

2.在实践中积极主动思考，参与讨论。 

【复习与思考】 

1.瓷器的历史背景和特点是什么？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的瓷器有什么不

同？ 

2.瓷器鉴赏的基本技巧和方法有哪些？如何运用这些技巧和方法来鉴赏真

正的瓷器？ 

【学习资源】 

书目：《中国瓷器》、《景德镇瓷器》、《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鉴赏与收藏》

等。 

网络：“中国陶瓷网”、“景德镇陶瓷网”、“故宫博物院”等。 

 

第四章  金银器的鉴赏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统金银器的工艺、造型、纹样的特点。 

2.掌握传统金银器的欣赏方法。 

3.感受传统金银器的美，培养热爱祖国传统艺术的美好情感。 

【课程内容】 

1.我国金银器的发展沿革 

2.金银器的特征和工艺流程 

【重点、难点】 

1.重点：瓷器的定义和鉴赏要点 

2.难点：瓷器的定义和鉴赏要点 

【教学方法】 

1.理论学习：通过讲解、展示和讨论，介绍金银器的历史、制作工艺、识

别方法和价值评估等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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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操作：组织学生亲自操作，体验金银器的制作过程，加深对制作工

艺的了解。 

3.艺术鉴赏：引导学生欣赏优秀的金银器作品，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

和审美水平。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整理收集传统金银器的工艺、造型、纹样。 

2.课堂上围绕所举案例展开积极思考，能积极回答问题。 

【复习与思考】 

1.针对一件金银器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包括其历史背景、制作工艺、纹样

寓意等方面。 

2.结合个人体验，分享一次购买或收藏金银器的经历，讲述其中所学所用

的知识和技巧。 

【学习资源】 

书籍：《中国金银器》、《金银器鉴赏》、《金银器收藏与投资》等； 

网站：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官方网站，以及中国古玩网、收藏中国

等收藏类网站。 

 

第五章  青铜器的鉴赏 

【学习目标】 

1.了解青铜器的历史、制作工艺、种类和纹样的特点。 

2.掌握青铜器的欣赏方法。 

3.感受青铜器的文化内涵，培养热爱祖国传统艺术的美好情感。 

【课程内容】 

1.我国主要青铜器类别 

2.青铜器的特征和工艺流程 

【重点、难点】 

1.重点：瓷器的定义和鉴赏要点 

2.难点：瓷器的定义和鉴赏要点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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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学习：通过讲解、展示和讨论，介绍青铜器的历史、制作工艺、种

类和纹样的特点等方面的知识。 

2. 实践操作：组织学生亲自操作，体验青铜器的制作过程，加深对制作工

艺的了解。 

3. 案例分析：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用途的青铜器进行案例分析，帮助学

生理解并掌握其特点及鉴别方法。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整理收集传统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种类和纹样。 

2.课堂上围绕所举案例展开积极思考，能积极回答问题。 

【复习与思考】 

1.针对一件青铜器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包括其历史背景、制作工艺、纹样

寓意等方面。 

2.结合个人体验，分享一次学习或收藏青铜器的经历，讲述其中所学所用

的知识和技巧。 

【学习资源】 

书籍：《青铜器鉴赏》、《中国青铜器》、《青铜器收藏与投资》等； 

网站：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官方网站，以及中国古玩网、收藏中国

等收藏类网站。 

 

 

五、实践教学安排 

序号 实践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

要求指标点 

1 玉器鉴赏交流会 2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4 
6.1、6.2 

2 瓷器鉴赏交流会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4 
6.1、6.2 

3 金银器鉴赏交流会 2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4 
6.1、6.2 

4 青铜器鉴赏交流会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4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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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1. 玉器鉴赏交流会 

实践目的：了解我国古代玉器的基本类别，掌握玉器鉴赏的基本方法。 

实践原理：艺术鉴赏的基本途径 

实践工具：玉器卡片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我国古代玉器的基本类别，讲解玉器鉴赏的基本方法，

辅以玉器鉴赏案例，学生每 6人一组，进行鉴赏与讨论。 

实践场所：VR实训室。  

鉴赏要求：每小组选择一种玉器进行讨论与鉴赏，形成 300字的鉴赏美文，

并选出一名代表进行汇报与交流。 

实践 2. 瓷器鉴赏交流会 

实践目的：了解我国瓷器的发展沿革，掌握瓷器鉴赏要点。 

实践原理：艺术鉴赏的基本途径 

实践工具：瓷器卡片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我国瓷器的发展沿革，讲解瓷器鉴赏要点，辅以瓷器

鉴赏案例，学生每 6 人一组，进行鉴赏与讨论。 

实践场所：VR实训室。  

鉴赏要求：每小组选择一种瓷器进行讨论与鉴赏，形成 300字的鉴赏美文，

并选出一名代表进行汇报与交流。 

实践 3. 金银器鉴赏交流会 

实践目的：了解我国金银器的特征和工艺流程，掌握金银器的鉴赏要点。 

实践原理：艺术鉴赏的基本途径 

实践工具：金银器卡片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我国金银器的特征和工艺流程，讲解金银器的鉴赏要

点，辅以金银器鉴赏案例，学生每 6人一组，进行鉴赏与讨论。 

实践场所：VR实训室。  

鉴赏要求：每小组选择一件金银器进行讨论与鉴赏，形成 300字的鉴赏美

文，并选出一名代表进行汇报与交流。 

实践 4. 青铜器鉴赏交流会 

实践目的：了解我国青铜器的特征、类别和工艺流程，掌握青铜器的鉴赏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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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原理：艺术鉴赏的基本途径 

实践工具： 青铜器卡片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我国青铜器的特征和工艺流程，讲解青铜器的鉴赏要

点，辅以青铜器鉴赏案例，学生每 6人一组，进行鉴赏与讨论。 

实践场所：VR实训室。  

鉴赏要求：每小组选择一件青铜器进行讨论与鉴赏，形成 300字的鉴赏美

文，并选出一名代表进行汇报与交流。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考查课程成绩采取“N+1”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包括汇报能力（20

分）、课堂表现（30 分）、自主实践能力（50 分），占比 50%；“1”期末成绩，

占比 50%，其中卷面成绩不低于 50分，低于 50分者，总成绩视为不及格。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课堂测试、线上测试、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等 

课程目标 2 
专业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及素养：

20% 

课堂测试、线上测试、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等 

课程目标 3 专业知识整合能力:10% 
课堂测试、线上测试、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等 

课程目标 4 实践能力：40% 
课堂讨论、报告展示、团队合作、

实践表现等 

二十、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50%+期末成绩×5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81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研究报告：学生收集资料能力、研究设计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

合作研究能力。 

（4）课程实践和报告完成的完整性。 

3.期末成绩评定 

（1）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包括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以及平时的小测验等成

绩。 

（2）实践操作的完成程度。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实践能力

表现 

出色完成各项

实践活动，学

生应该能够完

美地完成课程

要求的各项实

践活动，显示

出出色的知识

能 力 和 表 现

力。 

大部分实践活

动表现出色：

学生应该能够

在大部分实践

活动中表现出

色，掌握相关

鉴赏技能和知

识，并能够运

用到实际中。 

部分实践活动

表现出色：学

生应该能够在

部分实践活动

中表现出色，

展现出对相关

鉴赏技能和知

识的掌握和应

用能力。 

部分实践活动

表现良好：学

生应该能够在

部分实践活动

中表现出良好

的鉴赏技能和

知识水平，展

现出一定的掌

握 和 应 用 能

力。 

实际实践活动表

现较差：学生应

该在大部分实践

活动中表现出一

定的技能和知识

水平，但实际上

没有掌握和应用

能力。 

 

八、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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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

材 

备注 

无      

九、主要参考书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纲要．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9． 

[4]耿宝昌：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陶瓷卷．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

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5]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 

[6]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7][美]杨晓能．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

北京：三联书店，2008． 

[8]李铸晋．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M].北京：三联书店，2008． 

[9]齐东方. 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十、课程学习建议 

艺术品鉴赏课程的学习建议分为课外学习时间要求和学习建议两个部分。 

首先在课外学习的时间要求，艺术品鉴赏课程需要学生投入至少每周两到

三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课外自主学习和探索。 

课外学习可以参考的方法： 

建立学习目标：明确学习目的是什么，是想提高艺术欣赏能力、理解艺术

历史背景还是学习艺术技巧。然后根据这个目标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 

阅读基础书籍：选择一些关于艺术基础知识的书籍进行阅读，例如《艺术

的故事》、《艺术与视知觉》等，有助于建立艺术的基本理解和鉴赏基础。 

观看在线课程：有很多优质的在线教育平台提供艺术品鉴赏的课程，例如

B站、网易公开课等免费的学习资源。 

实际参观博物馆和画廊：书本知识始终是有限的，一定要结合实际，通过

实地参观，亲自观察和感受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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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艺术评论家和专家的意见：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的文章或者听他们的讲

座，了解他们对艺术品的解读和观点，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艺术品。 

定期练习评估：定期对自己进行评估，看看哪些方面有所提高，哪些方面

还需要加强，然后调整学习计划。 

保持开放的态度：每个人的审美观点都是不同的，保持开放的态度，接纳

不同的观点，也是学习艺术品鉴赏的一个重要方面。 

 

 

 

 

 

  



 

 284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民俗文化赏析》 

课程大纲 
 

 

 

 

 

 

 

晋中学院文化产业系 

2023 年 8月



 

 285 

《民俗文化赏析》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民俗文化赏析  Appreciation of Folk Culture 

 

 

课程编码 232610120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中国文化史、非物质文

化遗产学 
修读学期 5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实践学时 12） 

执笔人 薛雨辰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民俗文化赏析》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民俗文化赏析是一门研

究民间文化、民间习俗、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学科，体现民俗学与文化学、人类

学的交叉性。课程旨在通过对民间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识，来更好地保护、传

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本课程主要介绍民俗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流

派和方法，以及民俗文化的主要类型、特点和功能等，尤其是物质生产民俗、

物质生活民俗、人生仪礼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各类民俗事象，从而为学生提

供较为全面的民俗文化基础知识。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使

学生系统地掌握民俗的概念、特征和社会功能，了解民俗学的起源与发展；引

导学生认识中国各类民俗文化、民间信仰，并能够根据民俗学的基本原理与研

究方法对众多民俗现象进行调研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培养学生的人文综合素养

与爱国情怀，提升其文化自信心，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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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全面掌握民俗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了解民俗文化的主要类

型、特点和功能，中国民俗的起源、中国民俗的历史发展，现代民俗学史的发

展时期及发展现状等，建立起民俗文化的基本知识体系。【毕业要求 2：学科知

识 2-1】 

课程目标 2：熟悉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人生仪礼民俗、岁时节

日民俗、民俗信仰等各类民俗事象，树立传承地方文化的意识。具备爱国情怀

和文化自信，自觉弘扬地方文化与传统民俗。【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3：学会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技能，能够对感兴趣的民俗事象开

展基础性调研，并能够结合前沿理论知识对具体民俗事象进行分析，具备一定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具备传承地方文化的能力、具备沟通表法与

撰写调研材料的能力。【毕业要求 6：沟通表达 6-1】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能力要求 6-1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民俗与民俗学概述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 4 

中国民俗史略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 4 

民俗学研究方法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 4 

物质生产民俗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 4 

物质生活民俗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式教

学法 
4 

岁时节日民俗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式教

学法 
4 

民俗信仰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式教

学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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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礼仪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启发式教

学法 
4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民俗与民俗学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俗以及民俗学的概况 

2.掌握民俗的五大基本特征 

3.熟知民俗的社会功能 

4.理解中国民俗的起源与发展，体会民俗文化中的家国情怀 

【课程内容】 

1.“民俗”的定义（狭义与广义）、中国民俗的起源与发展 

2.民俗学的性质与任务 

3.民俗的基本特征：集体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类型性、

规范性与服务性 

4.民俗的社会功能：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调节功能 

【重点、难点】 

1.重点：民俗的基本特征、民俗的社会功能 

2.难点：民俗学的性质与任务、中国民俗的起源与发展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民俗以及民俗学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2.案例法：对于民俗的“集体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类

型性、规范性与服务性”辅以案例进行解读 

【学习要求】 

1.课前自觉预习、课上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勤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2.课后参阅学习资源及参考书目，完成复习与思考题，从而巩固课堂知识 

【复习与思考】 

1.试对民俗调节功能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各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 

2.民俗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体现在哪里？ 



 

 288 

【学习资源】 

1.王德刚《民俗价值论——中国当代民俗学者民俗价值观研究》 

2.邢莉《民俗学概论新编》 

 

第二章  中国民俗史略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古代关于民俗的记录与观点 

2.掌握近代启蒙民俗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3.熟知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现代的发展状况 

4.认识到民俗学科在当下的发展现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势 

【课程内容】 

1.中国民俗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古代民俗、近现代民俗、现代民俗 

2.古代关于民俗的记录与观点：先秦、汉魏、唐宋、元明清 

3.近代启蒙民俗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4.现代民俗学史：北大时期、中大时期、杭州时期、战争时期 

【重点、难点】 

1.重点：古代关于民俗的记录与观点、近代启蒙民俗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2.难点：现代民俗学史的发展时期及发展现状 

【教学方法】 

1.讲授法：以时间为脉络，要求学生掌握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线索，认识到

民俗学科在当下的发展现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势 

2.启发式教学法：通过本章节内容的学习，认识到我国“民俗”历史久远

且内容丰富、了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传承与保护需要每一位同学贡献

自己的力量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民俗及民俗学的基本知识，并预习本章节内容 

2.课堂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试述近代启蒙民俗思想的历史意义 

【学习资源】 

1.陈勤建《中国民俗学》 

2.仲富兰《中国民俗学通论（第一卷）：民俗文化论》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5%C2%B8%D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6514666.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CF%C0%F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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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俗学研究方法 

【学习目标】 

1.理解主要民俗学流派 

2.掌握民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3.学会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 

【课程内容】 

1.主要民俗学流派及其方法：神话学派、语言学派、人类学派、心理学派、

社会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结构学派 

2.民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田野作业方法、文献学方法 

3.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分类法、分析及综合的方法、比较方法、统计方

法 

【重点、难点】 

1.重点：田野作业方法、文献学方法 

2.难点：人类学派、心理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结构学派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民俗学研究方法相关理论知识 

2.启发式教学法：通过本章节内容的学习，要求学生认识到“田野调查、

文献学”的方法是进行民俗学资料搜集的主要方法，加强对田野调查的认知，

了解到我国的众多民间传统文化，需要通过田野调查去进一步的了解，去保护，

去发展 

【学习要求】 

1.复习前两章所学内容，并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田野调查法与实地观察有什么差别？ 

【学习资源】 

1.陈勤建《中国民俗学》 

2.邢莉《民俗学概论新编》 

 

 

第四章 物质生产民俗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CF%C0%F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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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明确物质生产民俗的概念与特征 

2.掌握物质生产民俗的分类 

3.理解物质生产民俗主要处理和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课程内容】 

1.物质生产民俗的概念，物质生产民俗的特征：地域性、季节性、功能性、

科学性。 

2.物质生产民俗的分类：农业民俗，狩猎、游牧和渔业民俗，工匠民俗，

商业与交通习俗。 

3.农业民俗：农业耕作时序，占天象、测农事， 卜农事丰歉，农业禁忌、

祭祀习俗，祭天神、先农和社神，农业生产过程习俗，农业娱乐风习 

4.狩猎、游牧和渔业民俗：狩猎、游牧的时序、节令条件，狩猎、游牧的

禁忌、祭祀习俗，狩猎、游牧的生产过程民俗，渔业海上占验习俗、生产操作

习俗、渔业禁忌及祭祀习俗 

5.工匠民俗：工匠的技艺传承、行业习俗、工匠民俗的特点 

6.商业与交通民俗：各类商业及其民俗特点、交通运输及其民俗特点 

【重点、难点】 

1.重点：农业民俗，狩猎、游牧和渔业民俗 

2.难点：农业禁忌、祭祀习俗、工匠民俗的特点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各类物质生产民俗的理论知识 

2.启发式教学法：通过本章节内容的学习，要求学生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

的关系；充分理解民俗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强调对

于环境的保护与爱护 

【学习要求】 

1.复习前两章所学内容，并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农业禁忌习俗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2.晋商可以体现出哪一类商业民俗？ 

【学习资源】 

1.陈勤建《中国民俗学》 

2.邢莉《民俗学概论新编》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CF%C0%F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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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物质生活民俗 

【学习目标】 

1.了解物质生活民俗的内容 

2.掌握饮食民俗、服饰民俗与居住建筑民俗的分类与具体内容 

【课程内容】 

1.物质生产民俗的分类 

2.饮食民俗：日常食俗、节日食俗、祭祀食俗、待客食俗、特殊食俗 

3.服饰民俗：服饰的产生和发展、服饰构成要素的变化与服饰承载观念变

化的关系、服饰变化的特殊轨迹 

4.居住建筑民俗：原始初民的居住方式、我国人文精神与居住建筑的关系 

【重点、难点】 

1.重点：饮食民俗的分类以及具体习俗；服饰的历史变化以及我国各民族

服饰所体现的社会观念 

2.难点：我国人文精神与居住建筑的关系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物质生活民俗的分类及具体内容。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针对饮食与服饰民俗的内容辅以案例进行讲解；

启发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理解民俗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自

然环境密切相关；进一步理解民俗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文化，我们有责任与义

务去传承、传播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物质生产民俗的基本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你的家乡有哪些特殊的饮食习俗？ 

【学习资源】 

1.陈勤建《中国民俗学》 

2.邢莉《民俗学概论新编》 

 

 

第六章  岁时节日民俗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CF%C0%F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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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熟知山西省岁时节日概况 

2.掌握岁时节日的由来与发展、活动内容及民俗特点 

3.理解我国传统岁时节日的民俗内涵 

【课程内容】 

1.岁时节日的概念、岁时节日的由来与发展 

2.岁时节日的活动内容及民俗特点、现代节日 

3.山西省岁时节日概况 

4.我国传统岁时节日的民俗内涵与现代意义 

【重点、难点】 

1.重点：岁时节日的活动内容及民俗特点 

2.难点：我国传统岁时节日的民俗内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我国岁时节日的活动内容及民俗特点等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介绍山西省传统岁时节日与民俗活动的基本概

况，使得学生熟知“我们的节日”是什么，正确认识节日文化现象，积极引导

节俗活动的健康发展，增强其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归纳山西省内传统节日中的文化消费习俗 

2.思考传统节日在现代节日与西方节日的冲击下如何可持续发展 

【学习资源】   

1.常建华《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2.陈玉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第七章 民俗信仰 

【学习目标】 

1.理解民俗信仰的媒介、民俗信仰的基本特征 

2.掌握民俗信仰的对象、民俗信仰的表现方式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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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俗信仰的概念、民俗信仰的对象：灵魂、自然神、图腾、祖先神、生

育神、行业神 

2.民俗信仰的媒介：灵媒、巫的种类、巫的职能 

3.民俗信仰的表现方式：预知、祭祀、巫术 

4.民俗信仰的基本特征：功利性、神秘性、保守性、封闭性、包容性、渗

透性、俗信化 

【重点、难点】 

1.重点：民俗信仰的对象、民俗信仰的表现方式 

2.难点：民俗信仰的基本特征 

【教学方法】 

1.讲授法：通过本章课程讲述，使得学生了解民间信仰的对象、媒介、表

现方式，掌握信仰的基本特征，可以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客观地认识民俗信仰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通过本章节内容与案例的学习，要求学生进一

步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理解民俗信仰的产生和发展，也与其所处

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以及历史发展的维度来正确认识

民俗信仰 

【学习要求】 

1.复习前面章节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罗列你所知的行业神 

2.了解中国巫术与西方巫术的主要差别 

【学习资源】 

1.陈勤建《中国民俗学》 

2.陈旭霞《中国民间信仰》 

 

 

第八章 人生礼仪 

【学习目标】 

1.了解人生礼仪的性质 

2.掌握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的内容 

【课程内容】 

1.人生仪礼的概念、“通过仪礼”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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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诞生礼的概念与仪礼过程：求子仪式、孕期习俗、庆贺生子 

3.成年礼的概念与习俗表现、规范与特征、发生变化的原因 

4.婚姻形态与婚姻仪礼 

5.丧葬仪礼 

【重点、难点】 

1.重点：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的基本内容 

2.难点：“通过仪礼”的理论 

【教学方法】 

1.讲授法：本章主要介绍人生仪礼的概念，以及其性质与诞生礼、成年礼、

婚礼、葬礼这四个重要的人生仪礼。通过本章节课程的讲述，使得学生了解人

生仪礼是社会民俗事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通过本章节知识与案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正

确认识、正确看待人生仪礼，是每个人人生的必经阶段，理解其体现出的生命

周期观与生命价值观；掌握中国的人生仪礼体现出的在宗法社会中以个人为中

心的礼俗规范 

【学习要求】 

1.复习前一章节所学的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思考自己的“成年礼”中有何地方民俗特点 

2.分组讨论山西各地婚俗的差异 

【学习资源】  

1.陈勤建《中国民俗学》 

2.邢莉《民俗学概论新编》 

 

五、实践教学安排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指

标点 

1 参与民俗活动 3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2-1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CF%C0%F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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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1. 参与民俗活动 

实践安排：鼓励学生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如民间音乐、舞蹈、戏曲、节

庆等，深入了解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等。 

实践场所：各地民俗活动相关场所。 

实践 2. 收集和整理民俗文化资料 

实践安排：安排学生收集和整理民间民俗文化资料，如民间故事、传说、

谚语等，并进行分析和比较，培养学生的资料整理和分析能力。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场所：实训室或多媒体教室。 

实践 3. 开展家乡民俗文化调查 

实践安排：安排学生针对家乡民间文化习俗、节日、礼仪等进行社会调查，

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当地民众的文化认知和生活方式。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等。 

实践场所：各地民俗活动相关场所。 

实践 4. 民俗文化实地考察 

实践安排：组织学生前往当地民间文化遗址、民俗村、博物馆等地进行实

地考察，了解当地民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观察民俗事象，收集一手资料。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等 

实践场所：民间文化遗址、民俗村、博物馆等地。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2 
收集和整理民俗文化

资料 
3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2-1 

3 
开展家乡民俗文化调

查 
3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6-1 

4 民俗文化实地考察 3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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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实践（10%）。 

期末考核实行考查。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民俗学的基本概念和理

论，民俗文化的主要类型、特点和功

能、中国民俗的历史发展，现代民俗

学史的发展等；（30%-40%） 

课堂表现、课堂参与、作业、期

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基本知识：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

民俗、人生仪礼民俗、岁时节日民俗、

民俗信仰等各类民俗事象等；

（30%-40%） 

课堂参与、作业、实践、期末考

试 

课程目标 3 
综合能力：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技能

等。（20%-30%） 
课堂表现、实践、期末考试 

 

七、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50%+期末考核×5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中的 30 分，主要由回答问题、课堂

互动、听课状态等方面来衡量。课堂听课状态佳、能够回答出老师提出的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者可得高分。 

（2）作业：平时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40 分，每学期布置 2 次平时作业，每

次作业满分 100分，主要以客观或主观题目为主。 

（3）课堂参与：课堂参与占平时成绩中的 20 分，主要通过点名和出勤率

考察，全勤记为 20 分，缺勤一次减 5分，三次以上缺勤不能参加期末考核，课

程修读无效。 

（4）实践：实践环节占平时成绩的 10 分，主要考核依据为课堂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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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情况、讨论的参与度、提交材料的完整度等。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民俗文化赏析》期末试题评分标准。 

（二）评分标准 

示例：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全勤满分，有

假条请假酌情

扣分 

迟到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 故 旷 课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旷课2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适中 

无故旷课 3次 

有迟到或请假次

数多 

4 实践 

分组课堂讨论

热烈，有自己

的 创 新 性 想

法，实践材料

提交规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较为热烈，实

践材料提交比

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一般，有

提交实践材料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较差，提

交的实践材料

质量低 

未进行分组课堂

讨论，无法提交

实践材料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民俗学概论

（第二版） 

钟敬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年 

[2]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3]陈勤建，《中国民俗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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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学习建议 

  需在课余时间对民俗文化投入更多关注，注重观察生活中、节日中的中国

地方传统民俗尤其是家乡民俗，在此过程中体悟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勤于思考，

助力地方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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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与艺术设计             Culture and Art Design 

课程编码 232610121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艺术品鉴赏 修读学期 7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实践学时 12） 

执笔人 王宇娟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是一门涵盖文化、艺术、设计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课程，旨在培养

学生的文化素养、艺术鉴赏能力、创意设计思维以及实际操作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将了解文化与艺术设计的内涵和基本理论，掌握相关的创意设计技巧和方法，提高自

身的审美能力和创意思维能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好基础。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文化与艺术设计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特点及发展趋势；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 

课程目标 2：了解不同地域、民族、时期的文化特点，培养文化素养；【毕

业要求 1：知识要求 】 

课程目标 3：掌握艺术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技巧，包括创意、构图、色彩、

材料等方面的知识；【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 

课程目标 4：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提高对艺术与设

计的敏感度和表现力；【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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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5：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树立创新意识，

培养实践操作能力。【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素质要求 1-4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知识要求  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4：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5 毕业要求 5：能力要求  3-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8 

第二章 课程目标 3/4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8 

第三章 课程目标 3/4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8 

第四章 课程目标 5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8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篇 

【学习目标】 

1.了解各国对文化的界定、发展历程及特点 

2.了解文化产业与艺术结合点 

【课程内容】 

1. 文化的概念与分类：文化的基本内涵、特点与分类 

2. 文化背景：不同地域、民族、时期的文化背景及其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3.文化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势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的定义 

2.难点：文化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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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通过直接讲解、演示、阅读、讨论等手段，让学生了解文化的定义、特

征、作用、价值等。 

2.将不同文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到多元文化的冲击

和碰撞，从而开拓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方式。 

3.通过研究文化的起源、演变过程、社会影响等，让学生深入了解文化的

本质和内涵。 

4.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点，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

似之处，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 

5.通过分析具体的文化案例，让学生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如何解

决问题和面对挑战，从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和沟通技巧。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学生进行文化创新，让学生在学习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学习资源】 

中国文化消费投资发展报告（2022） 

 

第二章  艺术篇 

【学习目标】 

1.学生了解艺术的基本概念、特征与分类 

2. 文化与艺术设计之间的关系 

【课程内容】 

1. 艺术的基本概念与特征：艺术的基本含义、特点与表现方式 

2. 艺术的分类与创新：不同艺术门类的特点与创新点 

3. 艺术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各个时期艺术的代表流派与特点，当代艺术的

发展趋势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与艺术设计之间的关系 

2.难点：如何平衡艺术与文化 

【教学方法】 

1.通过讲授的方式介绍艺术的概念。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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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它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人们对世界的

理解和感受。 

2.艺术的历史。讲解艺术的历史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艺术的发展和演变。从

早期的洞窟壁画到现代的数字艺术，艺术的历史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背

景。通过这些故事和背景，可以引导学生理解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和社会背景。 

3.通过展示作品为学生讲解艺术的要素。例如线条、色彩、形式和质感等，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艺术作品的构成。此外，介绍一些艺术流派和风格，如抽象

派、印象派、表现主义等，帮助学生了解不同风格的特点和背景。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发现身边与文化相关的艺术品 

分析故宫文创等走红原因 

【学习资源】 

《艺术的故事》、《艺术与人文》、《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

哲学》 

第三章  设计篇 

【学习目标】 

1. 理解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概念，能够理解并应用基本的设计原理，如布局、

比例、对比、平衡、重复、色彩理论等。 

2. 掌握设计工具，能够使用各种设计工具，如 Adobe Illustrator、InDesign、

Photoshop等，进行设计和排版。 

3. 通过学习和实践，能够提升创意思维能力，能够从不同角度和方向进行

思考，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课程内容】 

1. 设计的基本概念与原则：设计的基本含义、原则与流程 

2. 创意设计方法：创意思维的训练方法，设计元素的提取与运用 

3. 设计实践：实际案例的分析与实践操作，材料的选择与加工工艺 

【重点、难点】 

1.重点：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2.难点：提升创意思维能力 

【教学方法】 

1. 定义讲解：首先，要明确告诉学生“设计”是什么。可以用简单易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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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来描述设计的定义，并指出其核心含义。同时，结合一些生活中的实例来

帮助学生理解设计的概念，例如，讲到产品设计，可以提到手机、电脑等现代

产品的设计理念和要素。 

2.互动讨论：安排小组讨论，让学生举例说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设

计”。这种互动讨论的方式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设计的概念，同时也能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和兴趣。 

3. 可视化教学：使用图表、图像等方式，将设计理念进行可视化呈现。比

如，可以展示不同领域的设计作品，让学生直观感受设计的魅力。 

4. 实践应用：让学生参与到设计的过程中，比如，可以安排一个小型的设

计项目，让学生运用所学的设计理念来完成。通过实践，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

和应用设计的概念。 

5. 类比教学：通过将设计和其他相关概念进行类比，帮助学生理解设计的

特性。例如，可以将设计与“写作”进行类比，写作需要明确主题、结构、文

采等元素，而设计同样需要考虑目的、布局、色彩和质感等因素。 

6. 案例分析：引入成功的设计案例，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让学生理解设

计的实际应用和价值。例如，可以分析一些获得设计大奖的作品，让学生了解

这些作品的设计理念、创新点和优点。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学生寻找身边的设计产品、了解红点设计奖 

【学习资源】 

花瓣网、创客贴等 

第四章  文化与艺术设计结合实例 

【学习目标】 

1. 了解文化元素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传统建筑、现代产品设计、包装与

广告等 

2. 针对某一文化主题进行艺术设计创作 

3. 对未来文化与艺术设计的展望和期许 

【课程内容】 

1. 文化如何塑造艺术设计的风格和特色 

2. 分析国内外文化与艺术融合的优秀案例 

3. 组织学生进行头脑风暴，为本省、市文化产品如何结合艺术设计进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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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展开讨论 

【重点、难点】 

1. 重点：寻找文化产品与艺术设计结合的案例 

2. 难点：挖掘文创产品中的艺术特点 

【教学方法】 

1.多元文化教育实例：引入多元文化教育理念，通过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艺术作品，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特点。同时，可以引导

学生分析不同文化元素在艺术作品中的应用和融合方式，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和艺术鉴赏能力。 

2.传统与现代结合实例：在教学中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元素，

并运用现代艺术设计理念进行创新和再设计。例如，可以引导学生将传统图案

与现代色彩搭配相结合，或者将传统材料与现代工艺相结合，让学生感受到传

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3.艺术与科技结合实例：通过让学生观察和思考现代科技对艺术设计的影

响，引导学生尝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创作。例如，可以利用计算机辅助设

计软件，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作出独特的艺术作品。 

4.艺术与生活结合实例：可以选取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让学生观察和思考

艺术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家居设计中如何将传统文化元

素与现代艺术设计相结合，达到既保留传统文化韵味又符合现代人生活需求的

目的。 

5.艺术与商业结合实例：可以通过分析商业中的艺术设计案例，让学生了

解艺术在商业中的应用和价值。例如，可以引导学生探讨品牌包装、广告宣传

等商业活动中如何运用文化元素和艺术设计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结合生活、科技、商业等方面，分析我省优秀的文化艺术设计 

【学习资源】 

红点设计网 

五、实践教学安排 

本门课实践学时为 12，通过分组完成的方式，让学生对某一项文化与艺术

设计进行资料收集以及分析整理，并以小组形式进行课堂汇报，提升学生对于

文化与艺术设计的认知能力和创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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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践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指

标点 

1 文化与艺术设计资料收集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1-2 

2 文创设计 8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3 2-2/3-2 

实践 1. 文化与艺术资料收集 

实践目的：掌握文化与艺术知识，尤其针对山西民俗文化与艺术。 

实践安排：学生以 6—8人为一小组，对熟悉或感兴趣的民俗文化进行调查

了解。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资料应包括民俗文化与艺术的基本介绍、现存状态、可研

究方向等。 

实践 2. 文创设计 

实践目的：了解现有文创过程和方法；利用了解的文化与艺术知识，制作

文创产品 

实践仪器：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按照之前的分组，结合前期文化收集的任务，制作文创产

品。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具体阐述文创产品包含的文化、艺术、样式等。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 

1. 课堂表现：30% 

2. 平时作业：30% （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 知识测验：20% 

4. 实践能力：20% 

期末考核采用提交作品方式进行考核。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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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了解不同地域、民族、时期的文化特点20% 课堂讨论、团队合作 

课程目标 3 
掌握艺术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技巧，包括创

意、构图、色彩、材料等方面的知识20% 
课堂表现、团队合作 

课程目标 4 学生的创意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20% 报告展示、实践表现、团队合作 

课程目标 5 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20% 报告展示、实践表现、团队合作 

七、成绩评定 

（一）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50%+期末考核×50% 

（二）平时成绩评定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平时作业：30%、 知识

测验：20%、实践能力：20% 

（三）期末成绩评定 

1.是否了解文化与艺术设计的关系 35% 

2.是否寻找身边的优秀案例进行分析 35% 

3.对未开发的文创提出新的看法和意见 30%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实践能力 
实践全部完成

满分，有假条

请假酌情扣分 

实践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1 次，有

迟到和请假次

数很少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2 次，有

迟到或请假次

数适中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3次，有迟

到或请假次数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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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选用教材 

无 

 

九、主要参考书目 

1.《艺术的故事》：E.H.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杨成凯校订，广西美术出

版社。这本经典的著作概括了从洞穴壁画到现代实验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客观

的视角，将艺术与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进行交叉分析，让读者对艺术的发

展历程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2.《中国传统工艺》：吕品田主编，江西美术出版社。本书对中国传统工艺

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包括陶瓷、玉器、铜器、漆器、竹器、木

器等。对于喜欢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读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参考书。 

3.《艺术与文化》：罗伯特·休斯著，马凌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

书将西方艺术与文化相结合，对现代艺术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者以跨学科的视角，将艺术与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进行交叉分析，为读

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4.《视觉文化研究》：劳伦斯·韦斯特伯列著，江苏美术出版社。本书以视

觉文化研究为切入点，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出发，对当代视觉文化现象进行了深

入探讨。对于想要了解当代视觉文化的读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选择。 

5.《当代设计思想与实践》：斯图亚特·西顿著，王超译，江苏凤凰美术出

版社。本书介绍了当代设计领域的最新理念和实践成果，包括设计思维、可持

续性设计、交互设计、服务设计等多个方面。对于想要了解当代设计最新发展

的读者来说，是一本不容错过的著作。 

 

十、课程学习建议 

1.关注国内外文化与艺术结合的实例及开发动态； 

2.提升文创设计的相关技能，例如：数据分析能力、PS能力； 

3.经常复盘，提升策划、文案的书写能力； 

3.每周关注文化产业行业发展动态，提升文化产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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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方法导论》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方法导论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课程编码 1515024B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修读学期 7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 学时（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陈文慧 审核人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介绍文化产业管理研究的基本要素、研究设计和方法的基础上，

重点介绍文化产业管理研究论文的撰写方法，帮助学生学习观察和思考文化产

业管理现实问题的现象，掌握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方法。本课程主要为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阶段综合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做好毕业论文研究奠

定基础，并为今后的工作和深造打下应用基础。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正确认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课程的性质、任务及其研究对象，

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使学生对文化产业管理学研究方法有一个总体、

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课程目标 2：初步了解研究和论文的含义，熟悉学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

及引文规范；使学生初步了解管理学学科的写作范式；帮助学生掌握文化产业

管理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把课程知识融入科学研究实践

之中，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文化产业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提高科学研究和论文

撰写的能力。 

课程目标 3：培养学生科学的管理学研究思维，熟练地利用图书馆馆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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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献检索工具和网络学术数据库，使学生具有文献检索与信息整合能力，可

以掌握文化产业管理领域内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学术前沿，使学生树立问题

导向及解决问题学习各种方法和学术工具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 1-1 

课程目标 2 1 1-1 

课程目标 3 3 3-3、3-5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 

安排 

第一章 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方法

引论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二章 文献梳理与述评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三章 研究设计概论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第四章 统计方法基础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6 

实践一 文献综述的写作 课程目标 3 实践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 4 

实践二 学术论文研读 课程目标 2、3 问题导向法、实践教学法 4 

实践三  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 课程目标 2、3 实践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 4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方法引论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可以描述科学研究及其过程；提炼科学研究

与价值观、知识体系、研究方法论关系的系统认识；展示文化产业管理研究的

内容、方式、类型、基本方法、思维逻辑；构建文化产业管理研究选题，设计

研究过程，形成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写作要点。 

【课程内容】 

1.科学研究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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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学科研究的概论 

3.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的写作指引 

【重点、难点】 

1.重点：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研究与知识体系、方法论的关系；管理研

究的内容、方式与类型、过程与选题途径； 

2.难点：介绍毕业论文写作类型；毕业论文写作要领；开题报告基本内容

与注意事项 

【教学方法】 

本章主要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案例演示、课堂讨论等形式开展教

学活动。 

【学习要求】 

课堂积极参与讨论，课后围绕习题进行知识巩固。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什么？ 科学研究的态度是什么？  

2.如何理解科学研究、知识体系与方法论的关系？ 

3.如何理解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政策研究？ 

4.分别说明什么是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及文献法？ 

5.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的写作类型有哪些？其中，案例研究、定量

研究、运筹研究分别具有什么特点？  

6.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的写作要领是什么？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与

注意事项分别是什么？ 

【学习资源】 

延伸阅读学术论文：杨传张，《拓荒与深耕:2014-2017 年我国文化产业研

究综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 

 

第二章 文献检索、梳理与述评 

【学习目标】 

记忆文献的主要来源及其检索；概括文献筛选与评估的主要方法；归纳熟

悉文献综述的目的、作用、分类与构成；应用文献综述的写作技术。 

【课程内容】 

1.文献检索与评估 

2.文献综述的要点与写作 

【重点、难点】 

1.重点：文献的主要来源；文献搜集过程；文献综述的分类、文献综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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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2.难点：文献综述的目的与作用；文献筛选标准与评估；文献综述的写作

要点与行文 

【教学方法】 

本章主要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课堂讨论、案例演示、小组作业等

形 式开展教学活动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积累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参与案例讨论，课后围绕基本知识进

行文献综述的实践。 

【复习与思考】 

1.文献的主要来源有哪些？ 

2.文献检索的不同阶段（初期、中期、后期）分别有哪些侧重点？ 

3.文献筛选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4.文献综述的目的与作用是什么？  

5.文献综述有哪些分类？文献综述的行文要点有哪些？ 

【学习资源】  

1.段明明：《 基于恐怖管理理论的死亡焦虑与消费行为研究述评》，《外国

经济与管理》2014（3）。 

2.魏钧，董玉杰民：《民族多样性对文化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述评》，《外国

经济与管理》2014（2）。 

3.田海峰，郁培丽：《CEO个性与战略研究述评及其未来展望》，《外国经济

与管理》2014（11）。 

 

第三章 研究设计概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熟悉研究设计的基本原理；展示理论的构成与建构途径；

描述案例研究设计的注意事项；归纳问卷调查设计的要点 

【课程内容】 

1.研究设计的含义、构成和评估准则 

2.研究计划书的编写目的与构成 

3.理论构建的基本原理 

3.案例研究设计 

4.问卷调查设计 

【重点、难点】 



 

 315 

重点：研究设计的含义、构成和评估准则；概念内涵及其相关关系、因果

关系；案例研究的适用范围、抽样特征、数据来源要求与数据分析策略。 

难点：案例研究及其归纳逻辑与过程；问卷调查的尺度、信度、效度 

【教学方法】 

本章主要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课堂讨论、案例演示等形式开展教

学活动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积累基本知识点，课堂积极参与案例讨论，课后围绕习题进行知

识巩固。 

【复习与思考】 

1.研究设计的定义及构成是什么？研究设计有何评估准则？ 

2.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分别是指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研究计划书的编写目的是什么？研究计划书的构成有哪些？ 

4.案例研究的归纳逻辑与过程是什么？案例研究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5.如何问卷调查？问卷的方式有哪些？问卷调查章的尺度、信度、效度分

别是什么？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学术论文： 

1.尹宏祯：《美国乡村高雅文化产业培育机制调查研究》，《中华文化论坛》

2017（5）。 

2.路春城：《基于问卷调查的我国文化产业财税政策效应分析》，《经济研究

参考》2016（12）。 

 

第四章  统计方法基础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总结定量研究的统计学基础知识；学会使用参

数检验的几种主要方法；学会使用差分析方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课程内容】 

1.定量研究方法的统计学基础 

2.参数检验与方差分析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基本知识 

【重点、难点】 

1.重点：置信区间及其计算；统计推断；方差分析；假设检验；参数检验

的主要方法以及其特殊形式。 

2.难点：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层级回归检验、虚拟变量检验、多重共线性、

https://kns-cnki-net-443.webvpn.tyust.edu.cn/kcms2/author/detail?v=_NV5_o307Bx5FTFzMTTpRzjDafvLwlcAs4crWQzzDcP4ZnCLIxglACmrWHOMWvSoHqq-upeDcCswXSiNxILwMsTnm2goLndgqfvdRzuPc88Rw_G0D30QUYCMl7peoBIF&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443.webvpn.tyust.edu.cn/knavi/journals/ZHWL/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443.webvpn.tyust.edu.cn/kcms2/author/detail?v=_NV5_o307Bx5FTFzMTTpRzjDafvLwlcAYq0AXs4ZKf0XRBr9Jkq9tjz_OfDWiizI0X0TdHeFP-OvG4_rA5kfPtjY30d_9ljLU98LWNWRiugrDNt7PzLYKgKGFLqT-EUl&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443.webvpn.tyust.edu.cn/kcms2/article/abstract?v=_NV5_o307Bx5FTFzMTTpR7hhXykLenLBNcH_BOE4AzpWckFqaugX7H0UKJiejBuvkGLaUXEI0yFsHCOMZBBy_GiBkc4vtofIlsQX9s0Fm493rUXnk61p5Nma377yEvuycA8Fu7y5MBhSHe9zLFY0H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443.webvpn.tyust.edu.cn/knavi/journals/JJCK/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443.webvpn.tyust.edu.cn/knavi/journals/JJCK/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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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关、异方差。 

【教学方法】 

本章主要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课堂讨论、数据演示、个人作业等

形 式开展教学活动。 

【学习要求】 

课前预习积累基本知识点，从消费者视角分析讨论文化消费者行为，课后

围绕电子精品课程进行知识巩固。 

【复习与思考】 

1.参数检验的前提假定是什么？  

2.单样本 t 检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两配对样本 t 检验的主要内容分别

是什么？  

3.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的辨析。 

4.单变量方差分析与单变量协方差分析的主要内容分别是什么？二者有何

异同？单变量协方差分析与多变量协方差分析有何异同？ 

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基本假定、统计检验步骤、统计量和参数分别是什

么？ 

6.统计检验步骤是什么？如何增加效度的检验？  

7.因变量为定类变量的回归分析该用什么模型？  

9.多重共线性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它？ 

10.自相关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它？  

11.异方差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它？  

【学习资源】邱皓政：《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SPSS（PASW）数据分析范

例解析》，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五、实践教学安排 

1.实践一：文献综述的写作 

实践目的：运用文献搜集与评估的方法与技巧，解释文献综述的目的与作

用，理清文献综述的分类与构成，产生文献综述的行文要点与写作建议，独立

完成一篇文化产业管理领域的专题文献综述。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库 

实践安排：6-7 位同学组成一学习小组，递交一篇字数不少于 4000 字的文

献综述。 

实践场所：互联网、图书馆 

调查问卷要求：选题自定，但须在文化产业管理领域内，切忌罗列和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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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文献综述包括如下内容：题目、摘要、关键词、引言、XX研究进展、总

结与未来研究展望等。参考文献须不少于 25 篇（人均一般不少于 4 篇），最近

5年的文献一般不少于 1/3，CSSCI 来源期刊一般不少于 2/3。  

2.实践二：学术论文研读 

实践目的：通过阅读学术论文《元宇宙赋能文化产业的升维机制与路径研

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对此论文的研究设计进行讨

论与分析。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将学生 6-8个人分成一个小组，每小组用不少于 600 字回答以

下问题a.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什么？研究意义与价值有哪些方面？b.本文的主要

概念及其定义是什么？主要的理论依据、研究视角及其内容是什么？c.本文的

案例选择有什么特色？其研究程序与主要方法是什么？d.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是什么？给你带来什么启发？ 

实践场所：互联网、图书馆 

市场调查报告要求：回答问题时应该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切

忌直接从文章中复制相关文字作答。 

3. 实践三：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初稿 

实践目的： 结合课堂所学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方法的相关知识，初步选取毕

业论文的选题 

实践工具：笔记本电脑、图书馆电子资源 

实践安排：每位学生结合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当前研

究现状情况，提炼毕业论文题目，并以开题报告要求对其进行论证。 

实践场所：图书馆、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论文选题恰当，不乏新意，最终的开题报告语言通顺，思

路清晰，论证合理，不少于 2000字。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期末考核。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表现、实践作业、读书笔记三个方面。期末考核采用开卷考试方式。 

（三）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https://navi-cnki-net-443.webvpn.tyust.edu.cn/knavi/journals/HBRW/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443.webvpn.tyust.edu.cn/knavi/journals/HBRW/issues/_NV5_o307BwVVBW2ATaPCcBgb5pdta3VARRlsxUSlT8TapBaf2DuVCRfM_sNP_UD?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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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知识运用分析能力：40-50% 
期末考试、课程实践 

课程目标 3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知识运用分析能力：40-50% 
期末考试、课程实践、读书笔记 

 

七、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30%+期末考试成绩×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读书笔记：总结回顾教学内容、复习相关知识点的基础上，阅读相关

名家经典书籍或报纸期刊，自我构建专业理论框架体系。 

（3）实践作业：学生根据实践要求提交实践作业的次数与质量，对所需知

识进行学以致用，在专业领域提高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3.期末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占总成绩的 10% 

（2）读书笔记占品是总成绩的 10% 

（3）实践作业占总成绩的 10% 

（4）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极

互动，主动讨

论，发言积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言次数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读书笔记 
笔记字迹工整、

内容全面、逻辑

笔记字迹工

整、内容全面、

笔 记 字 迹工

整、内容全面，

笔 记 字 迹 工

整、内容基本

课堂笔记字迹

潦草，内容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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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明，重难

点突出，也有自

己的独立思考 

逻辑层次分

明。 

已涵盖基本知

识点。 

完整，但未涉

及经济学基本

知识。 

整。 

3 实践作业 

作业内容全面

完整，工作积极

认真，实践过程

清晰、报告逻辑

层次分明，具有

创新性或实用

性 

作业内容完

整，工作较积

极认真，实践

过程清晰、报

告逻辑层次分

明 

作业内容较完

整，工作基本

积极认真，工

作实践过程基

本完整，有实

践报告 

作业内容基本

完整，工作积

极认真，工作

实践过程基本

完成，实践报

告基本合格 

作业内容不完

整，实践工作不

认真，实践过程

不完整，缺少实

践报告 

4 期末考核 按期末考试试题评分标准进行分值判定 

 

八、选用教材 

九、主要参考书目 

1.何军等编著.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科研训练指导.北

京：科学出版社，2011.  

2.李怀祖，田鹤亭，苗迺玲著.管理类专业学位论文研究及撰写.重庆：重

庆大学出版社，2015. 

 3.刘军主编.管理研究方法：原理与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吕力著.管理学案例研究方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5.邱皓政著.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SPSS（PASW）数据分析范例解析.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6.吴明隆著.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第二版）. 重庆：重庆 大

学出版社，2010 

十、课程学习建议 

学生在参与课堂教学过程的同时，多接触、阅读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对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方法论形成客观参照和实践体会。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西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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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课程编码 232610101C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资源学 修读学期 2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0   ） 

执笔人 钱永平 审核人 贾利涛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通过对非遗学术概

念、分类、特征、保护价值、保护原则、保护主体、保护政策制度、保护方式

和创新活用等的学习，学生掌握扎实的非遗传承与保护基础理论知识，具备运

用各种非遗保护方式解决非遗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非遗传承创

新转化，具有强烈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事非遗保护、

弘扬工作，为建设中华现代文明做出贡献。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学生能够准确陈述非遗的基本概念、基本形态特点，阐述、

解释保护非遗的重要性、非遗保护理念、非遗保护政策和保护制度内容和实施

效果，非遗系统性保护方法、实施路径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等理论知识。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学生能够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调查方法和资料搜集

方法，能够独立或通过多人合作，完成非遗调查报告。 通过大量案例学习和实

地调查，解释非遗保护管理和产业开发原理，归纳不同类非遗在社会发展实际

中成功传承需要的不同关键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非遗，学生能够分析其传承

与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有创新的建议、方案。能就我国非遗保



 

 322 

护实际情况展开有深度的思考，具备展开符合实际且有针对性、可执行的非遗

保护工作的能力。【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课程目标 2：学生能够分类阐释国内外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状；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时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

下的分类体系和我国非遗分类体系。【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 8.1】 

课程目标 4：基于全球国际视野，学生能够说明非遗在全球化进程中和我

国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切身感受，提升文

化自信，具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具有家国情怀，强烈的文化尊

重感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自觉将非遗在当代的传承和活化利用纳入自己职业

工作中。【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 8.2】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准确陈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理论与

基础知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其他学科交叉、

互涉形成的理论与知识。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2 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理论与基础

知识；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其他学科交叉、

互涉形成的理论与知识。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 

8.1了解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和动态，关

注非遗保护的全球性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

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 

8.2 熟悉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历程

和实践经验，理解国外非遗保护经验对我国非遗

保护实践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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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缘起 
课程目标 1 

提问+启发讲授法、互动

法 
4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与分类 
课程目标 1/2/3 

提问+启发讲授法、案例

法 
6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课程目标 1/4 

提问+启发讲授法、实地

参观、案例法 
6 

第四章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课程目标 1/2/4 

提问+启发讲授法、启发

式教学法  
4 

第五章  

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

史与现状 

课程目标 1/2 
提问+启发讲授法、讨论

法、案例法 
4 

第六章  

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

与现状 

课程目标 3/4 
提问+启发讲授法、讨论

法、案例法 
4 

第七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和

保护主体 

课程目标 1/2 
提问+启发讲授法、传承

所参观法、案例法 
6 

第八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原则

与方法 

课程目标 1/2 

提问+启发讲授法、博物

馆参观法、讨论法、案例

法 

8 

第九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机

制 

 

课程目标 1/2 
提问+启发讲授法、启发

式教学法 案例法 
6 

合计  48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导 论 

【学习目标】 

1.分析非遗概念产生的过程及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意义。 

2.结合实际，准确陈述加强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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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括世界及我国非遗保护的历史进程与现状。 

4.识记非遗概念内涵的界定原则、项目认定的主要原则保护的基本方式与

原则。 

【课程内容】 

1.非遗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认定非遗项目的科学性原则和非遗保护的基本方式与原则，从总体上把

握非遗传承的基本规律。 

3.概括国际上及我国非遗保护的现状与发展过程，界定非遗概念及内涵的

原则。 

4.思政要素：非遗中体现的人民创造力 

【重点、难点】 

1.重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难点：非遗概念内涵的界定原则、项目认定的主要原则保护的基本方式

与原则 

【教学方法】 

1.启发式讲授，从学生何时在现实生活中听到非遗术语谈起，讲授非遗概

念的出现缘自保护的需要、非遗保护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2.案例法，学生从自身身边的非遗案例切入，以案例带入思考非遗保护基

本方式和原则，并感受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非遗中蕴含的

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创造力。 

3.浏览网上各省非遗数字博物馆，讲授非遗传承基本规律。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阅读老师发布的论文文献。 

2.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会用手机速查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结合自己对非遗的了解，谈谈对非遗的定义、内涵和价值的认识。 

2.根据非遗保护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谈谈对非遗保护的迫切性的认识。 

3.谈谈非遗的传承有哪些基本规律。 

4.谈谈你对非遗保护应遵循哪些基本方式和基本原则的看法 

5.访问一位非遗传承人，并实地考察其项目传承情况，感悟非遗的价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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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境况。 

【学习资源】 

观看以省为单位，CCTV拍摄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与分类 

【学习目标】 

1.记住文化遗产、有形文化、无形文化和文化空间的含义，特别是无形文

化和文化空间的含义。 

2.甄别国内外学术界对非遗概念的解释，本教材对非遗概念的解释和对非

遗的范围的界定。 

3.区分非遗与其他人类遗产的关系，重点区分非遗与传统民族民间文化遗

产的关系。 

4.描述和阐释非遗的特点。 

5.区别非遗十大类。 

6.结合对非遗的解释，以自己家乡的某项非遗为例，从基本特点、类别上

感性、理性两方面深化对非遗的认识。 

【课程内容】 

1.非遗概念的背景和形成过程、范围界定，国内外学术界对非遗概念的解

释。 

2.非遗与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传统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

产的联系和区别，理解保护非遗是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重要工作，

理解保护非遗对于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 

3.非遗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综合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基

本特点，充分感受非遗传承中的人民性，感受非遗传承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

众文化创造力。 

4.思政要素：非遗中蕴含的中国人民勤劳、团结、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 

【重点、难点】 

1.重点：非遗十大分类。 

2.难点：非遗基本特点及在中国国情下如何据此制定相关政策、展开非遗

保护实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授非遗保护形成、产生的国际社会发展背景。 

2.案例法，播放与非遗有关歌曲，引导学生思考非遗保护，结合教材分析

非遗与其他几类遗产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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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法：通过大量非遗案例，讲授非遗基本特点、与十大类。 

【学习要求】 

1.必须提前预习教材。 

2.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会用手机速查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查找、梳理自己生活中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全方位

掌握其历史、当代发展情况。 

【复习与思考】 

1.文化遗产、有形文化、无形文化和文化空间的含义分别是什么？ 

2.国内外学术界对非遗概念有哪些解释？ 

3.非遗与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传统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遗

产的关系是什么？ 

4.非遗的基本特点有哪些？ 

5.非遗分类依据是什么？ 

6.走访自己家乡或学校所在地的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对非遗的认识。 

【学习资源】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非遗分网页面内容：

https://ich.unesco.org/en/home 

2.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https://www.ihchina.cn/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学习目标】 

1.识记“非遗的价值”的概念。 

2.区分并理解非遗的历时性基本价值、共时性基本价值及其关系。 

3.归纳总结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和生产性保护方式，以及它们作为非遗的

重要时代价值，在市场经济、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对推动非遗的保护、传承、

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4.接触非遗项目传承人，去博物馆参观非遗展览、展示、展演，增加对非

遗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感性认识。 

【课程内容】 

1.非遗的历时性基本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由此看到非

遗对于中华文化历史文脉传承、庚续的重要性。 

2.非遗的共时性基本价值：科学价值、和谐价值、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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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遗重要时代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 

4.思政要素：非遗中蕴含的美育性以及和谐、诚信、爱国等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重点、难点】 

1.重点：非遗价值认定的重要性，非遗三大类价值的内在联系。 

2.难点：非遗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保护的关联。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授非遗价值的重要性、功能，及各种价值。 

2.分析法，非遗代表性项目认定与非遗价值之间的关系。 

3.参观法，参观晋中市非遗博物馆。 

【学习要求】 

1.必须提前预习教材内容，梳理教材本章内容要点。 

2.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会用手机速查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3.课后以宿舍为单位展开非遗价值方面的讨论。 

4.以宿舍为单位，每人分析一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价值，录制视频。 

【复习与思考】 

1.结合对非遗及其传承人的接触和了解，谈谈对非遗的价值的认识和理解。 

2.联系现实生活，谈谈对非遗的重要时代价值的认识和理解。 

【学习资源】 

经常浏览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https://www.ihchina.cn/ 

 

第四章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学习目标】 

1.识记国际社会对非遗保护工作性质及其理论基础。 

2.从国际一级和国家一级两个层面阐述非遗保护工作的意义。 

3.在陈述国际一级保护工作意义时要着重从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发

展、有利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促进特定文化权利的实现三个方面

入手。 

4.在陈述国家一级保护工作意义时要结合非遗保护世界性和民族性立场的

统一问题。 

5.结合实际，讨论保护工作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意义。 

【课程内容】 

1.非遗保护工作在国际一级具有的三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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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遗保护工作在国家一级具有的七个意义。 

3.非遗保护工作在的时代意义。 

4.思政要素：由以上非遗保护工作三个层次的意义，注意非遗对于我国青

少年爱家爱乡爱国教育，对促进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均衡发展，对促进祖国统

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优势。 

【重点、难点】 

1.重点：国家层面保护工作的意义 

2.难点：非遗保护与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授非遗保护的国际、国内意义以及关联。 

2.案例法，通过非遗保护重要社会事件、成就，揭示非遗保护的意义。 

【学习要求】 

1.必须提前预习教材内容，梳理教材本章内容要点。 

2.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会用手机速查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3.课后查找非遗保护对各地、对我国产生的重要影响的案例、新闻，并分

析其传达的信息。 

4.在抖音、快手 APP 中查找非遗宣传、推广片，分析成功传播和少人关注

的视频的原因。 

【复习与思考】 

1.结合实际，谈谈非遗保护工作对人们文化遗产观念的影响。 

2.考察自己家乡或民族民间文化现状，看看非遗保护工作对其产生了何种

影响。 

3.结合实际，考察一下所在地方行政部门在保护非遗方面有何管理上的创

新。 

【学习资源】 

1.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各地在文化遗产方面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2.晋中市博物馆非遗展示馆。 

 

第五章 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状 

【学习目标】 

1.讨论中国非遗保护的优良传统对中华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2.记住中国现代民俗运动对非遗保护的杰出贡献。 

3.结合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现实，陈述建立有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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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传承体系的重要意义。 

4.判断非遗保护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趋势。 

5.描述高等院校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课程内容】 

1.我国古代、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保护非遗的历史传统和当代经验。 

2.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学术团体和社会各方面对抢救与保护非遗方面的

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宝贵经验。 

3.思政要素：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

性、突出的和平性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抢救与保护非遗的历史经验，对促进当代中国扎实推进的非

遗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难点：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与实施。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授我国古代、近代和当代非遗保护历史、政策制度建设。 

2.非遗博物馆现场教学，带学生参观非遗博物馆或主题展示馆，分析其所

关联的地方非遗保护实际情况。 

3.讨论法，讨论不同时期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教训。 

【学习要求】 

1.必须提前预习教材。 

2.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会用手机速查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参观当地非遗博物馆或访问非遗代表项目传承人，了解非遗保护的实际

情况，写一篇调查报告或访谈记录稿。 

【复习与思考】 

1.中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取得了哪些成绩？ 

2.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成绩表现在哪些方面？ 

3.如何理解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 

4.结合实际，谈谈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参与非遗保护意识的重要性。 

5.当代中国非遗保护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6.高等院校如何担负起非遗教育传承的责任？ 

7.如何理解非遗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 

【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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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各省地域文化通览。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意见》。 

3.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的意见》。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公约》。 

6.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国民族民间文

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7.冯骥才、守望民间[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8.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9.贾芝、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10.王文章，非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论文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5。 

11.王文章，中国非遗保护论坛论文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第六章 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状 

【学习目标】 

1.概括国外抢救和保护非遗的历史。 

2.阐述国外保护非遗立法的情况及立法保护的重要作用。 

3.归纳国外全民参与非遗保护的重要意义。 

【课程内容】 

1.国外抢救和保护非遗的历史：古希腊对神话传说史诗和古印度对民族口

头传统等的传承及其意义。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对非遗抢救和保护的

情况，从中反思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不足及教训，引导大学生，应该如何做。 

3.国外保护非遗的法律、政策、机构和资金情况。 

4.思政元素：文化遗产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重点、难点】 

1.重点：日本、韩国非遗保护情况。 

2.难点：各国非遗保护经验的借鉴。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授古希腊、古印度及欧洲、日韩国家非遗保护制度、政策与

经验。 

2.案例法：日本歌舞伎、漆艺、节庆等非遗项目保护方法和效果讲解，通

过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反思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家乡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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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法：如何通过文化遗产尤其是非遗增强民众对故乡、对祖国的热爱。 

【学习要求】 

1.必须提前预习教材。 

2.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会用手机速查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通过网络渠道，尽可能多地接触一些国外非遗代表作，观赏国外非遗展

览、演出，增加对国外非遗保护的感性认识。 

【复习与思考】 

1.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有哪些？其重要性是什

么？ 

2.中国近年来参与国际非遗保护工作的情况。 

【学习资源】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公约》。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情况。 

3.了解法国大餐、地中海饮食、和食、韩国泡菜、瑜珈、探戈、太极拳等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的原因和过程。 

 

第七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学习目标】 

1.识记“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的概念，辨析两个概念的不同。 

2.明确保护好传承主体并使之在传承中发挥主体作用，对非遗保护的重要

意义。 

3.克服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懂得从哪些方面实施对传承主体的有效保护。 

4.区分各级各类保护主体的职责，能结合保护工作实践，阐释某一保护主

体在非遗保护中的职责及重要作用。 

【课程内容】 

1.非遗的传承主体的概念，传承主体在非遗保护中应履行的责任与义务。 

2.传承主体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政府层面、领导管理层面和传承主体

层面具体论及如何做好传承主体的保护工作。 

3.非遗保护主体概念，国际组织、国家政府、非遗保护机构、社区与民众

四类非遗保护主体应履行的职责。 

4.思政要素：非遗中的工匠精神。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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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非遗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区别，保护职责。 

2.难点：社区、民众参与非遗保护过程面临的困境、挑战。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授古希腊、古印度及欧洲、日韩国家非遗保护制度、政策与

经验。 

2.案例法：讲述传承人非遗传承的故事。 

3.讨论法：学生从非遗传承人、保护者故事中讨论传承主体、保护主体为

传承非遗做了哪些工作，产生了什么效果，没有效果时，原因是什么。从而思

考非遗与人民性关系，深刻理解非遗与民众的关联。 

4.参观榆次区老醯醋博园。 

【学习要求】 

1.必须提前预习教材。 

2.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会用手机速查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通过网络途径，查找具体案例，思考比较同一类非遗传承成功和失败的

原因所在。 

【复习与思考】 

1.结合实际，谈谈保护传承主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2.你认为目前非遗传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应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3.怎样才能保障各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履行自己的义务，更好地开展

传习活动？ 

4.谈谈你对“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这一工作原则

的理解。 

5.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中如何更好地发挥社区与民众的作用。 

6.作为公民特别是青年，在我国非遗保护实践中如何自觉参与、作出自己

的一份贡献？ 

【学习资源】 

1.哔哩网站中搜索并观看非遗传承人片、非遗申报片。 

2.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搜索非遗记录片并观看。 

 

  第八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原则与方法 

【学习目标】 

1.辨析正确与错误的非遗保护理念，明确应该如何正确对待非遗的抢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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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2.科学地界定和评估非遗保护对象的主要标准。 

3.陈述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并能在实践中以此为指导。 

4.运用我国非遗保护与传承方式阐述某一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情况。 

5.能结合非遗保护工作的实际，说明采取哪些非遗保护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课程内容】 

1.非遗保护应该遵循的理念、原则与方法。分析和澄清一些错误的保护理

念与有害倾向，从提高全民“文化自觉”的高度，讨论如何树立正确的保护理

念，实施合理的价值评定。 

2.抢救与保护非遗秉承的四条基本原则，即：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

可持续性。 

3.我国非遗的抢救与保护七个主要方法与措施。 

4.思政要素：非遗与文化传承、创新转化的辩证关系。 

【重点、难点】 

1.重点：我国非遗的抢救与保护七个主要方法与措施。 

2.难点：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四项保护原则内涵与在保

护措施中的实际体现。 

【教学方法】 

1.案例与讨论法，每类非遗推出五个案例，以此讨论分类保护的必要性和

保护效果。 

2.讲授启发法：通过案例讨论，总结不同保护方法、措施与非遗特征之间

的关系、以及所能发挥的作用。 

【学习要求】 

1.必须提前预习教材。 

2.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会用手机速查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在视频 APP平台搜索广受大家欢迎的非遗项目，搜索非遗带货相关情况，

分析原因。 

【复习与思考】 

1.结合自己对非遗保护工作的认识，谈谈应树立哪些正确的保护理念。 

2.非遗保护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性？ 

3.以一项非遗保护为例，说明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的重要意义。 

4.如何正确处理非遗的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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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认为应该如何在青少年中加强非遗的传承与教育？ 

【学习资源】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公约》 

  第九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机制 

【学习目标】 

1.概括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立法保护非遗的情况。 

2.从宪法有关条文到法律规章和地方法规形成了多层次的非遗法律保护体

系，梳理这个体系的概况。 

3.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的框架和基本内容。 

4.讨论保护非遗的法律机制的作用和意义。 

【课程内容】 

1.国际社会在立法保护非遗方面的总体情况。 

2.我国在国家和省、地、县各层面对立法保护非遗的探索。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的详细阐释，指明依法保护非遗的重要作用

和意义。 

4.思政元素：非遗保护与法治精神。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的框架和基本内容。 

2.难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法律性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教学方法】 

1.讲授法：梳理国际国内已有的非遗相关法律。 

2.案例法：通过案例讨论，总结非遗保护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解决方

案、存在争议的相关案例。 

【学习要求】 

1.必须提前预习教材。 

2.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会用手机速查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查找非遗法律类案例，结合现行法律展开分析。 

【复习与思考】 

1.谈谈国际经验对于我国立法保护非遗的积极作用。 

2.在立法保护非遗方面，我国地方都有哪些探索和实践？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分成哪几个部分，主要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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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举出近年来一个非遗领域的司法判例。 

【学习资源】 

1.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中政策类网页内容。 

2.中国人民大学王云霞教授关于文化遗产法方面的学术论文。 

3.信春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法律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 

五、实践教学安排 

1.组织参观地方非遗主题展示馆、展示园 3-5 处，现场教学，讨论博物馆

与每类非遗及所形成的保护效果，激发学生对非遗的兴趣和保护意识。 

2.组织参观 1-3 处非遗传习所，现场教学，讨论非遗传习所的作用、功能，

推动学生思考非遗保护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3.组织参加 1-2 次非遗研学体验，讨论非遗旅游的作用，激发学生对非遗

的兴趣，思考非遗如何更好地在国民教育中展开。 

4.组织学生完成 1 次非遗传承人访谈调查，以自己能接触到的非遗传承人

为访谈对象，展开非遗传承方面的访谈，完成一篇传承人访谈调查报告。 

5.在寒暑假期间与当地非遗展示馆、非遗景区、非遗传承人合作，协助其

展开相关活动。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包括随堂测验（30%）、课堂表现（30 %）、平时作业（40 %）。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定义、特

征、保护理念、保护制度，20%-30% 
随堂测验、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调查报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

案、保护对策与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地调查访谈、

拍照、视频拍摄，基本完整阐述一项

非遗，20%-40% 

平时作业、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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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基础知识，10%-20% 

课程目标 4 

基于国际视野，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重要意义，10%-20% 

课堂表现、随堂测验、期末考试 

七、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30%+期末考核×70% 

2.过程性考核 

（1）随堂测验 2次：围绕课程目标 1和 4，学生学完相关课程内容后，学

生复习相关内容，以简答题形式，在课堂限定时间内书面写出答案，督促学生

加强课后学习，另一方面培养学生临场迅速表达能力。 

（2）课堂表现：围绕课程目标 3，考察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

造性地提出问题、思考的能力，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3点：  

第一，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包括语言表达的流利性和逻辑性，

描述概念的准确性，以及对于问题的理解程度，能否准确把握问题的关键点等；  

第二，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能否从问题中提取关键信息，进行分析、归

纳和总结；能否将已学知识进行综合运用，解决实际问题；能否在课堂上表达

独立的见解，提出新颖的观点和思路等；  

第三，学生的参与度：学生是否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互动，提出和回

答问题；参与互动的频率是否达标。  

（3）平时作业：围绕课程目标 2，学生完成一份与非遗相关的调查报告或

5分钟左右的短视频，考核内容主要如下： 

    第一，撰写调研报告与拍短视频重在让学生深入了解非遗保护与传承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学生结合这些理论知识。亲身参与实地调查、访谈、数据收集

等实践活动，一方面让学生拓宽自身视野，增加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另

一方面，通过撰写调研报告和拍摄短视频，锻炼自己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

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归纳和总结能力；图片、动态视频展示自己调查和思

考成果，有助于学生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对学生未来的学术研究

和职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学生的合作能力：学生是否能够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共

同完成讨论题目；能否清晰分工，并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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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末考试 

采用闭卷形式，考试题目的设计围绕课程目标 1、2、3、4 进行，卷面

成绩 100分，卷面成绩乘以 0.7计入总成绩。具体细则如下： 

课程目标 考核要点 题型 

课程目标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分类、特点、保

护与传承基础知识 

判断题、选择题、连线题、简答

题 

课程目标 2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与形成的保护方式 

简答题、论述题、材料分析题 

课程目标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国内分类、国际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 

选择题、选择题、连线题、名词

解释 

课程目标 4 
基于国际视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保护价值 

论述题、简答题、材料分析题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极互

动，主动讨论、回

答问题，发言积极

且表达优秀。 

上课较认真，

互 动 比 较 积

极，回答问题

反映快，发言

次数较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在老师点

名 情 况 下 发

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随堂测验 
课堂上快速且完

整准确写出答案。 

课堂上快速且

比较完整准确

写出答案。 

课堂上快速且

完整准确写出

答案大部分内

容。 

在课堂限定时

间内，写出答

案基本内容。 

没有正确写出答

案。 

3 
平时作业完

成情况 

作业内容完整，独

立或合作完成全

部作业要求。态度

端正，对问题有详

细透彻的分析。 

作业内容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态度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业内容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4 期末考试 卷面成绩 90-100 
卷面成绩

80-89 

卷面成绩

70-79 

卷面成绩

60-69 
卷面成绩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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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非遗概论（第四版） 王文章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王尧编.非遗学术精粹：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卷.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22. 

2.杨利慧编.非遗学术精粹·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卷.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3.万建中编.非遗学术精粹·口头传统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4.彭牧编.非遗学术精粹·传统手工艺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5.岳永逸编.非遗学术精粹·表演艺术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6.康丽编.非遗学术精粹·理论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必须学会从实践中观察非遗传承与保护，结合现有非遗理论知识

展开独立思考。 

2.建议：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利用周末、寒暑假时间，去非遗展示馆、

传习所、企业、旅游景区去调查、实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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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产品创意与设计》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非遗产品创意与设计 Product Innovation and Design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英文） 课程编码 232610103C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修读学期 五学期 

课程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与策划

模块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学时（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米昱璇 审核人 梁润萍、贾利涛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通过厘清非遗产品概念、内涵及其外延，学习设计相关的概念、

历史和方法论，从而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训练学生的多元化思维，提升学生

非遗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能力，解决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匮乏的困境，促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 

《非遗产品创意与设计》是文化产业管理的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与策

划模块课程，是一门结合了民俗学、文化学、设计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论，

实践性颇强的课程。 

学生通过学习设计的概念、原则，非遗产品的观念、内涵及外延，掌握工

业化设计产品与非遗产品的区别与联系；学习非遗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策略

和方法，从而培养创意思维、提高产品设计能力，成为文旅融合背景下国家所

需的复合型人才。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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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与构成，能够从文化元素提取其

中的核心思想，并反向判断其受众地域。【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2：了解非遗创意产品开发与设计的程序框架，学习设计基础的

相关内容，能够针对非遗项目独立设计文化创意产品。【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3：熟悉产品制造的常规材料及其色彩、质感和形态的呈现，能

够针对产品的外观、功能和特性选择正确的材料。【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课程目标 4：了解学习民俗文化元素的提炼方法，并能够将元素具像化。【毕

业要求 3：创新能力】 

课程目标 5：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看到中华民族儿女的智慧、勤劳

的积极品质和民族精神。通过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浪淘沙而来的璀璨文化认识中

国民间传统文化之美，促进学生培养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从而建立中华

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成为忠诚的爱国者。此外要引导学生认识到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把弘扬时代精神与弘扬民族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毕业要求4：

应用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2.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2.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1、3.2 

课程目标 5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1、4.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

析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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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

析法、实践法 
2 

第三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

析法、实践法 
8 

第四章 课程目标 3、4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

析法、实践法 
12 

第五章 课程目标 2、3、4、5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

析法、实践法 
6 

第六章 课程目标 2、3、4、5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

析法 
2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非遗产品设计的相关概念 

【学习目标】 

1.了解设计的相关概念、设计活动的本质，把握非遗产品的内涵、特征与

分类，掌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基本要点。 

【课程内容】 

1.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定义与分类、价值与意义 

2.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的结合 

【重点、难点】 

1.重点：把握非遗产品的内涵与外延、基本特征 

2.难点：对非遗产品的界定与分类，掌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基本要点 

【教学方法】 

1.讲授与互动：通过课堂讲授，让学生了解非遗的基本概念和设计理念；

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 

2.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国内外成功的非遗产品设计案例，让学生了解设计

的实际运用和创新点。 

【学习要求】 

1、了解非遗文化的历史、背景、特点和价值，包括其社会、历史、地理等

多方面的知识。 

2、了解如何将非遗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进行创新性设计。 

【复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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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顾课程内容，总结学习收获。 

2.思考如何将非遗元素更好地融入现代产品设计中。 

3.探索非遗产品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创新方向。 

【学习资源】 

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传统工艺网、设计之家。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 

网络教学平台：慕课网、网易云课堂、中国大学 MOOC。 

第二章  非遗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学习目标】 

1.在将非遗转化文创产品时掌握其核心技艺，了解文化产品语意特征的内

涵与表达，把握产品形象特征的正确传递，掌握对造型风格、产品个性的塑造。 

【课程内容】 

1.非遗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尊重传统、创新发展、实用与审美结合。 

2.非遗产品设计的方法：提取与重构、跨界融合、数字化技术应用。 

【重点、难点】 

1.重点：掌握民俗文化特征归类方法 

2.难点：塑造产品造型风格和个性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介绍非遗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学生提供理论支持。 

2.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具体的非遗产品设计案例，让学生理解并应用设计

原则和方法。 

3.小组讨论与分享：鼓励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和分享，激发创新思维和灵感。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了解多种形式的非遗文创产品。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4.对于课堂存疑问题，既可向老师请教，又可与同学讨论，建议多查阅相

关资料，自主学习，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复习与思考】 

1.回顾所学的非遗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确保理解并记忆。 

2.思考如何在未来的设计实践中更好地应用这些原则和方法，创新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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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设计。 

3.探索非遗产品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思考如何与时俱进，为非遗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学习资源】 

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传统工艺网、设计论坛。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 

网络教学平台：慕课网、网易云课堂、中国大学 MOOC。 

第三章  非遗产品设计的材料与工艺 

【学习目标】 

1.了解材料的感觉特性与质感设计、材料的美感和设计应用。对非遗产品

设计中对材料与工艺深入了解的重要性有所意识。掌握非遗产品自身材料与工

艺的特征，了解非遗产品需求市场的定位和受众。 

【课程内容】 

1.材料种类与特性：介绍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材料，如木材、大漆、金属、

布料等，以及它们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2.工艺技术与流程：涵盖从选材、加工、制作到完成产品的整个工艺流程，

如雕刻、铸造、编织等。 

3.材料与工艺的融合：讨论如何将材料和工艺相结合，以创造出具有独特

美感和实用性的非遗产品。 

【重点、难点】 

1.重点：了解常规材料的特性及工艺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2.难点：对具体非遗产品设计需求的把握 

【教学方法】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案例分析、实践操作等方式，使学生深入了解

材料与工艺的实际应用。 

2.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分享经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3.实地考察：组织学生参观非遗工坊、博物馆等，亲身感受传统工艺的魅

力。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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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习巩固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并提前预习本章内容，自主选择不同

特质的材料进行分析了解。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章节测试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总结归纳：回顾课程内容，整理学习笔记，巩固所学知识。 

2.案例分析：挑选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产品，分析其材料选择与工艺特点，

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3.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尝试新的材料组

合和工艺创新。 

【学习资源】 

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传统工艺网、设计之家。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 

网络教学平台：慕课网、网易云课堂、中国大学 MOOC。 

第四章  设计构成的形态要素 

【学习目标】 

1. 掌握平面构成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掌握形态要素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了

解构成的形式美法则，能够熟练运用形态要素进行设计创作。 

【课程内容】 

1.形态要素的基本类型。 

2.形态要素的组合与构成。 

3.形态要素在设计中的应用。 

【重点、难点】 

1.重点：点、线、面三大构成形式、构成中的形式美法则。 

2.难点：基本元素的综合构成形式。 

【教学方法】 

1.讲授法：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使学生了解设点、线、

面三大形态要素在设计中的运用。 

2.讨论法：学生分组讨论各自感兴趣的相关形态要素案例，提出自己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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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解决方案，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学习要求】 

1.预习本章内容，查找相关点、线、面构成案例。 

2.积极主动思考，参与讨论。 

3.按要求完成构成设计作品。 

【复习与思考】 

1.分析优秀的设计作品，了解形态要素在设计中的应用，提高自己的设计

水平。 

2.结合非遗概念，思考如何将形态要素应用到实际设计中。 

【学习资源】 

网站：站酷、UI 中国、设计学习网。 

网络教学平台：网易云课堂、腾讯课堂。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品设计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的设计方法。 

【课程内容】 

1.延续传统工艺与控制品质。 

2.了解如何改进工艺及扩展其功能、提炼造型等。 

3.基于传统题材的衍生。 

【重点、难点】 

1.重点：非遗元素的提取与转化：如何从非遗中提取有价值的元素，并转

化为设计元素。 

2.难点：非遗与现代设计的融合：如何在保持非遗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与

现代设计的有机结合。 

设计的实用性与美观性平衡：确保设计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备审美价值。 

【教学方法】 

1.理论教学：通过讲解、案例分析等方式，使学生理解非遗创意产品设计

的基本理念与方法。 

2.实践教学：组织学生进行设计实践，从实际操作中掌握设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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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动讨论：鼓励学生分享设计思路、互相评价作品，促进思想碰撞与创

意产生。 

【学习要求】 

1. 结合设计构成的基本方法，展开非遗产品点的创意设计构思。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积极交流想法。 

3.课后继续完成构成作品或创意作品。 

【复习与思考】 

1.复习课程内容，巩固所学知识，特别是关于非遗元素提取与转化的方法、

创意设计的思维方法等。 

2.思考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设计项目中，尝试设计出自己的非遗创

意产品。 

3.分析成功案例，总结其成功的原因，为自己的设计实践提供借鉴与启示。 

【学习资源】 

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传统工艺网、设计之家。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 

网络教学平台：慕课网、网易云课堂、中国大学 MOOC。 

第六章  山西非遗产品设计案例解析 

【学习目标】 

1.分析山西非遗产品设计案例中民俗文化元素的提炼，及产品中非遗元素

的表达。亲自体验山西非遗项目并提炼其元素。 

【课程内容】 

1.选取山西省内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产品，如平遥推光漆器、杏花村汾酒包

装等，分析其设计思路、材料选择、工艺运用等。 

2.探讨如何在非遗产品设计中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3.分析非遗产品在当代社会的市场需求，探讨如何提升非遗产品的市场价

值。 

【重点、难点】 

1.重点：分析山西非遗中文化元素的表达 

2.难点：体验并提炼山西非遗中的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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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法：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非遗产品设计的

精髓。 

2.现场教学法：组织学生参观山西省内非遗工坊、博物馆等，实地感受非

遗产品的魅力。 

3.互动讨论：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促进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学习要求】 

1.课前搜集感兴趣的山西文创周边素材，对其表现材料和设计形式进行分

析。 

2.课上认真交流分享所研究的山西非物质文创产品。 

3.继续认真完成自己的文创作品。 

【复习与思考】 

1.回顾课程内容：总结所学知识点，加深对非遗产品设计的理解。 

2.案例分析练习：自行选取一个山西省内的非遗产品，进行案例分析，提

出自己的设计改进方案。 

3.思考与创新：思考如何将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非遗相结合，创造出既具

有传统韵味又具有现代感的非遗产品。 

【学习资源】 

网站：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传统工艺

网、设计之家。 

试题库：考试吧、学习强国。 

网络教学平台：慕课网、网易云课堂、中国大学 MOOC。 

五、实践教学安排 

序号 实践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

要求指标点 

1 
非遗产品材料与工艺交流

会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3 
3.2 

2 形态元素的构成设计应用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4 
4.1、4.2 

3 
非遗产品创意设计作品绘

制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3、4 

4.1、4.2、

9.1、9.2 

实践 1. 非遗产品材料与工艺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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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目的：了解常规材料的特性及工艺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实践原理：非遗工艺鉴赏的基本途径，通过分享交流的过程扩充对材料的

认识和理解。 

实践工具：多媒体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我国介绍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材料的相关案例，如木材、

大漆、金属、布料等，以及它们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学生每 5 人一组，进行鉴

赏与讨论。 

实践场所：教室。  

鉴赏要求：每小组选择一种非遗材料进行讨论与鉴赏，完成一组材料的 ppt

介绍，并选出一名代表进行汇报与交流。 

实践 2. 形态元素的构成设计应用 

实践目的：掌握平面构成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掌握形态要素的基本类型和

特点，了解构成的形式美法则，能够熟练运用形态要素进行设计创作。 

实践原理：通过实践的方式加深对元素应用的理解。 

实践工具：10*10cm 白色卡纸、黑色马克笔、直尺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平面构成中的设计元素及其运用原则后，学生各自完

成相关的设计两幅。 

实践场所：教室。  

实验要求：不得徒手随意描画，一定要用绘图仪器精细绘制。 

实践 3. 非遗产品创意设计作品绘制 

实践目的：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的设计方法，可独立完成创意设计作

品。 

实践原理：通过实践的方式加深对创意设计的理解和运用。 

实践工具：A4卡纸、彩笔、绘图工具。 

实践安排：教师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的设计方法和相关优秀案例，讲

解设计过程中要注意的要点后，学生完成相应设计作品，进行鉴赏与讨论。 

实践场所：教室。  

实验要求：不得徒手随意描画，不得有抄袭的情况。 

六、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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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方式 

考查课程成绩采取“N+1”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包括鉴赏能力（20

分）、课堂表现（30 分）、平时作业（50 分），占比 50%；“1”指项目作业考核

成绩，占比 50%，其中项目作业成绩不低于 50 分，低于 50 分者，总成绩视为

不及格。 

由于本课程有一定实操性的特点，要求学生选择一个特定的非遗项目进行

深入研究，并基于该项目进行创意产品设计。项目作业可以包括设计方案、草

图、效果图、模型或实物制作等，工具、材料、绘制手法不限，一般须规定尺

寸规格。通过项目作业，可以评估学生对非遗知识的理解程度、设计创意的实

用性以及设计技巧的运用，具体内容即为实践环节作业，不另外命题和组织期

未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 

 

课堂测试、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课程目标 2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 

专业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及素养：

20% 

课堂测试、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作品表现 

课程目标 3 
专业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及素养：

20% 

课堂测试、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作品表现 

课程目标 4 
专业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及素养：

20% 

课堂测试、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作品表现 

课程目标 5 
专业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及素养：

20% 

课堂测试、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作品表现 

二十一、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50%+项目作业考核×50% 

 

2. 平时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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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研究报告：学生收集资料能力、研究设计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

合作研究能力。 

（4）鉴赏能力：学生在实践环节中 ppt 演示讲述能力、作品交流分享的能

力。 

3.项目作业成绩评定 

（1）项目作业完成度表现：按要求完成设计方案、草图、效果图、模型或

实物制作。 

（2）项目作业中对非遗知识的理解程度、设计创意的实用性以及设计技巧

的运用表现。 

（3）项目作业的完整度和原创性。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画面

表现端正，对

理论有详细透

彻的体现。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画面端正，

但对理论表现

分析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画面端正，

没有对理论知

识进行表现。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画面较凌

乱，没有对理

论知识做出了

解。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项目作业

完成情况 

作 品 形 式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设计

创意具有实用

性以及设计技

巧的运用具有

个 人 的 独 特

性。 

作 品 形 式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设计创意

具有一定的实

用性以及设计

技巧。 

作 品 形 式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设计构思

有轻微表现。 

作 品 形 式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但内容表

现不具有设计

性和创新性。 

作品形式不完

整，没有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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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      

九、主要参考书目 

1、[1]杨子慧著.手工开悟：非遗与文创设计[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2 

2、[2]刘赞爱等著.构成基础[M].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 

十、课程学习建议 

1、深入了解非遗文化： 

学习非遗项目的历史背景、传统技艺和文化内涵，这是设计创意的基石。 

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观看纪录片或参加非遗文化讲座等方式，加深对

非遗文化的了解。 

2、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 

理论知识是基础，但设计更需要实践。尝试亲自动手制作一些非遗产品，

感受其独特魅力和工艺流程。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通过实际操作

来巩固和深化理解。 

3、培养创意思维： 

创意是非遗产品设计的核心。尝试从不同角度思考，打破传统束缚，寻找

新的设计灵感。多参加设计比赛或创意工作坊，与其他设计师交流，激发创意

火花。 

4、学习跨学科知识： 

非遗产品创意与设计不仅涉及艺术和设计领域，还可能与历史、社会学、

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因此，建议学生广泛涉猎相关领域的知识，丰富自己的

知识库。 

5、注重市场调研： 

了解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喜好对于设计至关重要。通过市场调研，可以更好

地把握消费者的需求，设计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非遗产品。 

6、建立个人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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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设计作品整理成作品集，不仅可以记录自己的学习成果，还可以

作为未来求职或参加设计比赛的参考资料。 

7、保持耐心和热情： 

非遗产品创意与设计是一个需要不断尝试和摸索的过程。保持耐心和热情，

不断学习和实践，相信你会在这个领域取得出色的成就。 

综上所述，学习非遗产品创意与设计课程需要深入了解非遗文化、加强理

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创意思维、学习跨学科知识、注重市场调研、建立个人作

品集、寻求专业指导以及保持耐心和热情。希望这些建议能对你的学习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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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项目策划管理》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非遗项目策划管理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课程编码 232610104C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修读学期 5 

课程类别 职业能力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 学时（理论学时 20，实践学时 12） 

执笔人 王宇娟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当今社会，一切都是项目，

一切将成为项目，将项目管理的知识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和保护拓宽了路径和方法。 

本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与策划模块课程，

开设此课程主要为让学生系统掌握本专业核心内容之一——非遗项目的理论知

识与实践经验，引导学生进行有益的思考，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是实现

高校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具备项目策划管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了解非遗

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为非遗项目策划管理打好基础。【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2：能够整体把握非遗项目计划的制定内容，培养学生具备良好

的非遗项目管理思维品质和较强的专业素质。【毕业要求 2：知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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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针对具体的非遗项目案例，能够从专业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分

析，预测项目风险以及规避风险，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要求 2：

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 4：针对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能够运用项目管理的方法

设计非遗项目策划,提升学生组织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要求 2：能力要

求】 

课程目标 5：掌握项目沟通和冲突管理，以团队的形式合作完成非遗项目

的策划，提升学生人际交往与沟通的能力。【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素质要求 1-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4：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5 毕业要求 5：能力要求 3-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4 

第二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第三章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实物法、案例法 10 

第四章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 案例法 8 

第五章 课程目标 5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 6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非遗项目管理概论 

【学习目标】 

把握我国非遗项目管理发展及最新研究动态。了解项目的周期。正确理解

非遗项目的概念、非遗项目管理的概念。掌握非遗项目的特征、管理范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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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人员及其作用。 

【课程内容】 

1.介绍非遗项目、项目的周期、项目管理的概念。 

2.展现非遗项目的特征、管理范围、相关人员安排等内容 

【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非遗项目的概念、非遗项目管理的概念。的概念、非遗项目管

理的概念。 

难点：正确认识非遗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及其作用。 

【教学方法】 

课堂讲解：通过详细讲解，使学生了解非遗项目的定义、特征、价值、保

护现状和未来发展等基本概念和理论。 

案例分析：通过对具体的非遗项目案例进行深入剖析，让学生了解非遗项

目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和实践之

间的联系。 

利用现代技术：使用数字媒体、网络平台和虚拟现实等技术，让学生更直

观地了解非遗项目和管理工作。例如，可以使用在线资源来展示各种非遗项目

的图片、视频和音频资料，使学生有更深入的了解。 

引导式自学：提供一些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阅读材料或指导性的实践

活动，让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

能力。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复习非遗项目的概念，课后在线上寻找非遗项目。 

【学习资源】 

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2. 中国非遗保护研究中心：提供了丰富的非遗研究资源和信息。 

3.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支持和指导。 

4.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提供非遗保

护和传承方面的培训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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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遗项目目标与范围管理 

【学习目标】 

正确理解非遗项目目标含义、特点及作用。明确项目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

系。掌握非遗项目目标的制定的原则和方法。理解项目范围的定义，范围规划

的依据及范围规划的成果。 

【课程内容】 

1.项目目标与成功标准：讨论项目的目标和目的，如何制定明确、可度量

的成功标准，以及如何将项目的目标与组织的目标和战略相一致。 

2.项目范围定义与规划：介绍如何定义项目的范围，包括产品范围（要生

产什么）和项目范围（为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做什么）。此外，还会讨论如何制定

项目章程和范围说明书，以及如何创建工作分解结构（WBS）。 

3.项目范围变更管理：讨论如何处理和应对项目范围变更，包括变更请求、

范围变更控制、范围验证和范围确认。 

4.项目范围控制与衡量：介绍如何实施范围控制，包括监督和报告项目范

围绩效。此外，还会讨论如何创建和管理范围基准。 

5.项目范围与风险管理：讨论如何将项目的范围与风险管理相结合，包括

识别、分析、应对和监控风险。 

6.项目范围与其他项目管理知识领域的关系：介绍范围管理与时间管理、

质量管理、成本管理、采购管理以及沟通管理等其他项目管理知识领域的关系，

以及如何在这些领域中应用范围管理。 

7.项目范围管理的最佳实践和案例：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练习，让学生了

解项目范围管理的最佳实践。 

【重点、难点】 

重点：正确理解非遗项目目标含义、特点及作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共同理想。 

难点：掌握非遗项目目标的制定的原则和方法。理解项目范围的定义，范

围规划的依据。 

【教学方法】 

1.介绍课程目标和内容：在开始课程时，向学生介绍课程的目标和将要学

习的内容，以便他们能够了解课程的重要性和学习的重点。 

2.讲解概念和理论：讲解项目目标与范围管理的概念和理论，包括项目目

标的制定方法、范围管理的原则和工具，以及如何制定和管理项目范围变更等。 

3.案例分析：教师可以提供一些项目目标与范围管理的案例，让学生了解

实际应用中的情况，并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理论。 



 

 359 

4.实践练习：为学生提供一些实践练习，例如制定项目目标计划、制定项

目范围分解结构等，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理解和掌握概念和理论。 

5.讨论和反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对学生的学习进

展进行反馈，并提供指导和建议。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学生在课后搜集大型项目的目标与管理范畴资料，了解其运作方式。 

【学习资源】 

广东省文化馆-非遗首页：提供广东省非遗项目的信息和资源。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记录成果展示：展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技艺和传承过

程。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详细介绍了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历

史、文化和技艺等信息。 

 

第三章 非遗项目团队、计划及进度 

【学习目标】 

把握项目管理组织、项目经理、项目团队的涵义。了解项目管理组织的类

型及其优缺点。理解项目经理的职责要求。掌握非遗项目团队组建的方法，为

非遗项目策划打好基础。 

【课程内容】 

1.项目团队建设：介绍如何构建高效的项目团队，包括人员的招募、培训、

角色和职责的分配、沟通与协作等。 

2.项目计划制定：讨论如何制定项目计划，包括项目目标、任务分解、资

源分配、时间计划、预算计划等。 

3.项目进度控制：介绍如何控制项目进度，包括进度报告、进度调整、风

险管理、质量保证等。 

4.项目计划与进度的整合：讨论如何将项目计划和进度整合到一起，包括

关键路径分析、时间压缩、资源优化等。 

5.项目计划与进度的最佳实践：介绍项目计划与进度的最佳实践，包括敏

捷开发方法、关键链项目管理等。 

【重点、难点】 

重点：把握项目管理组织、项目经理、项目团队的涵义。理解项目经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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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要求。掌握非遗项目团队组建的方法。 

难点：掌握非遗项目团队组建的方法。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 小组讨论：分组讨论某一非遗项目的管理方案或策略，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通过讨论得出最佳方案。 

2. 反馈与评估：及时给予学生反馈，指出他们在非遗项目管理中的优点和

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还可以定期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以便更好地调整教

学计划和方法。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1.项目团队建设：回顾在课程中学习的关于构建高效项目团队的原则和方

法。考虑这些原则和方法在自己或所在组织的项目中的应用可能性。对于团队

构建，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评估一个项目团队的效率？ 

2.项目计划制定：重新审视项目计划制定的步骤和方法，思考如何在未来

的项目中更好地应用这些知识。如何确保项目计划充分考虑了所有关键因素？

如何避免项目计划过于僵化？ 

3.项目进度控制：分析课程中提到的项目进度控制的方法和工具，思考它

们在实践中可能如何发挥作用。你认为哪些方法最具有实践价值？如何应对项

目进度中的风险？ 

4.整合项目计划与进度：思考如何将项目计划和进度整合到一起，以实现

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时间安排。在整合过程中，你面临过哪些挑战？你有什么新

的认识？ 

【学习资源】 

1.书籍：《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等项目管理书籍，可以提供项

目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最佳实践。 

2.在线课程：如 Coursera、edX、Udemy 等平台的在线课程，提供了涵盖项

目团队、计划及进度管理在内的各种项目管理课程。 

3.项目管理软件：如 Microsoft Project、Trello 等项目管理软件，可以

帮助更好地管理项目团队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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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遗项目成本与质量管理 

【学习目标】 

把握非遗项目成本和非遗相关成本管理的概念。了解项目资源计划编制。

掌握非遗项目成本估算、预算和成本控制等方法。 

【课程内容】 

1.准确的认识质量、质量特性、质量管理等概念。掌握非遗项目质量管理

计划的制订依据和过程、质量控制的方法。理解质量保证的相关措施，以及质

量评审的依据与过程。 

2.掌握非遗项目质量管理计划的制订依据和过程、质量控制的方法。 

3.准确的认识质量、质量特性。理解质量评审的依据与过程。 

【重点、难点】 

重点：把握非遗项目成本和非遗相关成本管理的概念。掌握非遗项目成本

估算、预算和成本控制 

难点：掌握非遗项目成本估算、预算和成本控制等方法。 

【教学方法】 

1.介绍课程目标和内容：在开始课程时，需要向学生介绍课程的目标和将

要学习的内容，以便他们能够了解课程的重要性和学习的重点。 

2.讲解概念和理论：需要讲解项目成本与质量管理的概念和理论，包括项

目成本构成、质量标准、成本控制原则和工具等。 

3.案例分析：提供一些项目成本与质量管理的案例，让学生了解实际应用

中的情况，并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理论。 

4.讨论和反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对学生的学习进

展进行反馈，并提供指导和建议。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1.项目成本管理：回顾项目成本管理的原则和方法，思考如何在实践中应

用这些知识。如何估算项目成本并制定预算？如何实施成本控制、核算和分析？

如何制定应急储备和管理储备？ 

2.质量管理的原则和方法：重新审视质量管理的原则和方法，思考如何在

实践中应用这些知识。如何制定并实施质量计划？如何进行质量保证和质量改

进？ 

3.成本与质量的关系：思考成本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



 

 362 

提下尽量降低成本？如何在成本控制范围内满足质量要求？ 

4.项目成本与质量管理流程：回顾项目成本与质量管理的流程，思考这些

流程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和价值。如何将这些流程应用于自己的项目中？ 

【学习资源】 

1.书籍：《项目成本估算与预算》、《项目质量管理》、《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

南（PMBOK）》等书籍，可以提供项目成本与质量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最佳实践。 

2.在线课程：如 Coursera、edX、Udemy 等平台的在线课程，提供了涵盖项

目成本与质量管理在内的各种项目管理课程。 

 

第五章 非遗项目沟通和冲突管理 

【学习目标】 

促进对项目沟通重要性的了解。掌握沟通的方式、方法，懂得克服沟通中

的不同障碍，达到真正有效地沟通。进一步解决冲突的方法和策略。 

【课程内容】 

1.项目沟通的概念和重要性：介绍项目沟通的定义、目的和重要性，包括

在项目中建立清晰、及时的沟通渠道，以及有效地传递信息。 

2.沟通模型和技巧：讲解沟通模型，包括信息源、信息传递媒介、接收者

等，以及各种沟通技巧，如正式沟通、非正式沟通、口头沟通、书面沟通等。 

3.项目周期各阶段的沟通管理：详细介绍在项目各个阶段，如项目启动、

规划、执行、监控和收尾阶段，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管理。 

4.冲突来源和类型：分析项目中最常见的冲突来源和类型，包括进度、资

源、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冲突，以及如何识别和评估冲突。 

5.冲突解决策略和方法：介绍解决冲突的策略和方法，如回避、妥协、适

应和容忍等，以及如何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策略。 

6.沟通障碍和挑战：分析项目中的沟通障碍和挑战，如语言、文化、组织

结构、技术等方面的障碍，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 

【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沟通的方式、方法，懂得克服沟通中的不同障碍，解决冲突的

方法和策略。 

难点：学习解决冲突的方法和策略。 

【教学方法】 

1.角色扮演：让学生模拟非遗项目的管理过程，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模

拟真实场景，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非遗项目管理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2.实地考察：组织学生实地参观非遗项目，亲身体验和了解非遗项目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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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传承和利用工作。这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教学方法，能够让学生对非遗项目

有更深入的了解。 

3.协作学习：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合作，共同学习和探索非遗项目管理的问

题和解决方案。可以安排小组作业，要求学生以团队形式完成某个非遗项目管

理任务。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1.项目沟通的重要性：回顾课程中讲解的项目沟通的概念和重要性，思考

如何在自己的项目中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沟通机制。如何克服项目中的沟通障

碍？ 

2.沟通模型和技巧：重新审视课程中讲解的沟通模型和各种沟通技巧，思

考如何将这些技巧应用到实际项目中。你在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和技巧？ 

3.项目周期各阶段的沟通管理：回顾在项目各个阶段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

管理，思考如何在自己的项目中实施这些原则和方法。你如何调整和改进现有

的沟通策略？ 

4.冲突来源和类型：分析课程中讲解的冲突来源和类型，思考如何识别和

评估项目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你曾经遇到过哪些类型的冲突？如何解决的？ 

【学习资源】 

1.书籍：《项目管理：沟通、冲突与合作》、《项目沟通与协调》、《冲突管理：

为项目创造价值》等书籍，可以提供项目沟通和冲突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最佳实

践。 

2.在线课程：如 Coursera、edX、Udemy 等平台的在线课程，提供了涵盖项

目沟通和冲突管理在内的各种项目管理课程。 

 

五、实践教学安排 

序号 实践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指

标点 

1 非遗项目目标和任务设计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 1-2 

2 非遗项目进度计划设计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2-2 

3 非遗项目策划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2-2/3-2 

实践 1. 非遗项目目标和任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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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目的：掌握非遗项目目标和任务的设计方法；针对具体的非遗项目设

计项目目标和任务。 

实践仪器：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以 6—8人为一小组，对熟悉或感兴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进行调查了解，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项目目标和项目任务。其中非遗项目

目标包含：战略性目标、策略性目标、实施的具体计划。项目任务包含：项目

启动、项目工作分解及项目范围计划编制（项目范围说明书）。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非遗项目目标要体现多目标性、优先性、层次性。项目任

务要体现合理性、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践 2. 非遗项目进度计划设计 

实践目的：掌握非遗项目进度计划设计的过程和方法；采用关键路线法对

项目进度计划进行分类，制定出合理的非遗项目进度计划。（部分项目小组可采

用趋势预测的方法来设定项目进度计划。） 

实践仪器：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按照之前的分组，结合前期非遗项目目标和任务，根据具

体的实际情况制定项目进度计划。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具体的非遗项目进度计划要具有可控性。 

实践 3. 非遗项目策划 

实践目的：掌握非遗项目策划的方法；设计完整的非遗项目计划。 

实践仪器：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实践一”和“实践二”设定的非遗

项目目标、任务及进度计划，合理制定完整的非遗项目计划书。非遗项目计划

包含：项目目标及所要完成的项目内容（“实践一”完成）；项目团队的组成及

任务分工；制定项目任务的时间进度表（“实践二”完成）。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在最终的非遗项目策划书里，要求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平时作业：30%、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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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20%、实践能力：20% 

期末考核采用提交作品方式进行考核。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2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50% 团队合作、期末考试 

 

二十二、成绩评定 

（一）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50%+期末考核×50% 

（二）平时成绩评定 

1. 课堂表现：30% 

2. 平时作业：30% （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 知识测验：20% 

4. 实践能力：20% 

（三）期末成绩评定 

1.作品是否完整 50% 

2.是否对非遗项目有整体介绍、时间、人力、成本、风险等方面的分析 30% 

3.是否有数据分析、改正，形成完整策划等 20%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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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实践能力 
实践全部完成

满分，有假条

请假酌情扣分 

实践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1 次，有

迟到和请假次

数很少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2 次，有

迟到或请假次

数适中 

无故旷课实践课

程 3 次，有迟到

或请假次数多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项目管理 池仁勇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05 

[2]张立波.文化产业项目策划与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03 

 

十、课程学习建议 

1. 需要时刻关注非遗保护和传承方面的行业动态，了解最新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成果，

保持与时俱进的学习态度。 

2.非遗项目策划管理的学习需要注重实践和反思。可以参与实际的非遗项目策划和实

施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提高自己的策划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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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产品经营与管理》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非遗产品经营与管理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ducts 

 课程编码 232610105C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创意与策划、文化

市场营销与管理、非物

质文化遗产概论 

修读学期 7 

课程类别 职业能力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实践学时 12） 

执笔人 王宇娟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职业能力教育平台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与策

划模块课程。是文化产业非遗方向的重要支撑。它以民俗学、管理学、经济学、

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内容为基础，以非遗产品为研究对象，以其产品开发、

品牌设计、市场营销等为主要研究内容，使学生对非遗产品经营与管理的理论

和实践经验有一定了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并使其保持正确的文化价值判断。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1.教育学生了解并掌握非遗产品经营与管理的知识，扩展学生的人文社会

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 

2.培养学生对非遗产品经营与管理的整体认知和系统思维，提高学生组织

管理与市场营销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和非遗产品研发设计能力。 

3.通过具体的市场调查实践，提高学生调查研究的能力，通过对调查问题

的分析，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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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小组讨论作业的形式，提高学生团队合作能力，提高学生人际交往

与沟通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

化的问题能够进行深入的分析。【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2：掌握市场营销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将其运用到非遗

产品经营中的能力。【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3：能够进行初步的社会实践，可以完成简要的实践报告，能够

对所调查的非遗产品进行准确描述，对其产业现状有清晰认识，能够提出有价

值的建议。【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 4：在所学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撰写专业的策划书。有较强的管

理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及合作精神。【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3-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非遗与非遗产业化概述 课程目标 1/2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 4 

第二章非遗文创产品开发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10 

第三章非遗产品品牌管理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8 

第四章非遗产品分销渠道管理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4 

第五章非遗产品广告策划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法 10 

合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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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非遗与非遗产业化概述 

【学习目标】 

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征及分类；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

基本涵义、发展历程；掌握非遗产业化的客观基础以及非遗产业化的目标。 

【课程内容】 

1.国内外非遗及产业化的发展历程； 

2.山西非遗种类及创新之处； 

3.非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结合。 

【重点、难点】 

1.重点：非遗产业化的客观基础。 

2.难点：非遗产业化目标的实现。 

【教学方法】 

1.通过案例让学生了解非遗是什么； 

2.了解非遗目前发展业态。 

【学习要求】 

1. 提前预习。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1.我国非遗的发展前景； 

2.山西非遗如何结合古今； 

3.如何实现非遗产业化。 

【学习资源】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冯骥才总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 

 

第二章  非遗文创产品开发 

【学习目标】 

通过浏览各大博物馆文创产品，打造属于本省市的非遗文创产品，了解开

发文创产品需要的设计流程。 

【课程内容】 

1.组织学生浏览、寻找博物馆等文化场所的文创产品； 

2.了解开发文创产品需要的步骤及产品设计原则与方法。 

【重点、难点】 

1. 重点：结合具体文创产品当前非遗文创产品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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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难点：通过具体案例分析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原则与方法。 

【教学方法】 

1.通过网站了解当下非遗文创产品现状； 

2.通过分析案例了解文创产品设计原理与规则。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1.如何开发本省的非遗文创产品； 

2.对传统技艺如何传承。 

【学习资源】 

故宫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官网；太原市博物馆官网 

 

第三章 非遗产品品牌管理 

【学习目标】 

了解构建非遗产品品牌的意义，熟悉构建非遗产品品牌应注意的问题，了

解掌握具体非遗产品品牌的案例。 

【课程内容】 

1.了解品牌的起源于发展；掌握品牌的内涵；掌握品牌的分类。 

2.了解并分析不同非遗产品的市场定位、目标人群，根据不同的客户群体

打造不同的品牌形象。 

3.塑造本省、本市的非遗产品品牌。 

【重点、难点】 

1. 重点：针对不同类别非遗项目如何构建其品牌。 

2. 难点：选择更具代表性成功与失败的非遗产品品牌案例。 

【教学方法】 

1.通过品牌案例对品牌定位、品牌传播、品牌逻辑等内容进行分析。 

2.介绍本省、市的非遗品牌，让学生通过活动策划对该品牌进行推广宣传。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1. 复习课上所学品牌相关知识。 

2. 结合文化产业，理解非遗产品品牌管理在我国如何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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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山西专业镇非遗产品品牌建设进行思考。 

【学习资源】 

《时尚传播与社会发展》王梅芳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 1版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冯骥才总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 

《国际时尚品牌案例》卞向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0 

 

第四章 非遗产品分销渠道管理 

【学习目标】 

了解分销渠道的基本概念，选择渠道的方法，理解分销渠道成员的激励，

了解分销渠道存在的问题，掌握化解渠道冲突的对策。 

【课程内容】 

1. 分销渠道的基本概念 

2. 非遗产品定价策略 

3. 非遗产品推广、宣传渠道 

【重点、难点】 

1. 重点：分销渠道成员的激励的案例分享。 

2. 难点：化解渠道冲突的对策。 

【教学方法】 

1.通过案例，从文化产业角度分析文化产品销售特点及主要受众。 

2.让学生进行调查，了解目前非遗产品销售渠道。 

3.结合非遗产品，讲授适合我国非遗产品的销售渠道。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1.怎样借助新媒体产业对非遗产品进行分销？ 

2.如何设计不同的销售方式或不同的销售活动引起不同受众人群对非遗产

品进行购买？ 

【学习资源】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冯骥才总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 

 

第五章 非遗产品广告策划 

【学习目标】 

了解广告策划的含义、内容、基本原理；理解广告总体策划的内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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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媒体策划；进行广告创意策划。 

【课程内容】 

1.展示优秀的非遗产品广告，分析其成功原因 

2.结合本地非遗元素，打造非遗产品广告 

3.理解广告的不同形式，如何推广、宣传以及广告的数据分析 

【重点、难点】 

1. 重点：广告创意的策划。 

2. 难点：策划书的撰写。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在课堂上，通过展示优秀案例，让学生了解非遗广告的形式，并分析其

成功原因。 

2.以“平遥推光漆”、“清徐老陈醋”等为例，让学生挖掘非遗元素，结合

本地实际，在线上、线下进行广告推广。 

3. 在课堂中展示如何进行数据分析，例如产品曝光率、广告转化率、页面

浏览量等，让学生对数据分析有一定认知。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复习与思考】 

1.思考如何推广本土非遗产品。 

2.思考广告的多种推广形式，从线上、线下等角度考虑分析。 

【学习资源】 

梅花网 https://www.meihua.info/ 

五、实践教学安排 

实践课时：12课时 

分组完成非遗产品的经营与宣传、推广等工作，以小组形式进行课堂汇报，

提升学生对于非遗的认知及其推广方式。 

序号 实践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指

标点 

1 收集非遗产品和任务设计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 1-2 

2 小组撰写策划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2-2 

3 非遗产品策划课堂汇报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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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1. 收集非遗产品和任务设计 

实践目的：掌握非遗产品；针对具体的非遗项目设计项目目标和任务。 

实践仪器：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以 6—8人为一小组，对熟悉或感兴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

品进行调查了解，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产品经营与管理目标和项目任务。其

中非遗目标包含：战略性目标、策略性目标、实施的具体计划。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非遗产品要体现代表性、可宣传性、可开发性。 

实践 2. 小组撰写策划 

实践目的：通过对非遗产品的了解，进一步对现存非遗产品进行经营与管

理。 

实践仪器：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按照之前的分组，结合前期非遗项目目标和任务，根据具

体的实际情况制定项目进度计划。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具体的非遗项目进度计划要具有可控性。 

实践 3. 非遗产品策划汇报 

实践目的：掌握非遗项目策划的方法；设计完整的非遗项目计划。 

实践仪器：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实践一”和“实践二”设定的非遗

产品经营与管理目标、任务及进度计划，合理制定完整的非遗项目计划书。非

遗项目计划包含：项目目标及所要完成的项目内容（“实践一”完成）；项目团

队的组成及任务分工；制定项目任务的时间进度表（“实践二”完成）。 

实践场所：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在最终的策划书里，要求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

情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平时作业：30%、 知识

测验：20%、实践能力：20% 

期末考核采用提交作品方式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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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寻找创意点，打造非遗产品品牌25% 课堂讨论、团队合作 

课程目标 3 对案例进行分析25% 课堂表现、团队合作 

课程目标 4 完成非遗品牌推广宣传工作25% 报告展示、实践表现、团队合作 

七、成绩评定 

（一）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50%+期末考核×50% 

（二）平时成绩评定 

1. 课堂表现：30% 

2. 平时作业：30% （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 知识测验：20% 

4. 实践能力：20% 

（三）期末成绩评定 

1.作品是否完整 50% 

2.是否对非遗产品有产品运营、推广、创意策划等流程 30% 

3.是否进行数据分析、改正，形成完整策划等 20%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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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实践能力 
实践全部完成

满分，有假条

请假酌情扣分 

实践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1 次，有

迟到和请假次

数很少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2 次，有

迟到或请假次

数适中 

无故旷课实践

课程 3次，有迟

到或请假次数

多 

八、选用教材 

     无 

九、主要参考书目 

1.《时尚传播与社会发展》王梅芳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 1版；   

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冯骥才总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年； 

3.《国际时尚品牌案例》卞向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0。 

十、课程学习建议 

1.关注国内外非遗产品开发动态； 

2.提升产品运营技能，例如：数据分析能力、PS能力； 

3.经常复盘，提升策划、文案的书写能力； 

3.每周关注文化产业行业发展动态，提升文化产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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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旅游概论》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遗产旅游概论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课程编码 232610106C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管理学原理 修读学期 2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8学时（理论学时 48，实践学时 0 ） 

执笔人 仇兵奎 审核人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模块课程。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旅游消费

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设置突出内容的基础性、人文性和应用性。以适应岗位

能力需要为出发点，课程重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专业素养，增强学生社会责

任感。本课程将人文知识、素质教育，渗透、贯穿到学生的成长历程中，把教

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法的改进建立在人文教育思想的平台上，优化教学效果。

课程的主要作用是使学生了解文化遗产旅游的相关知识，传达文化遗产可持续

发展理念。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围绕文化遗产和旅游基本知识、文化遗产旅游内涵，清晰认识文化遗产

的旅游价值，使学生能够明晰文化遗产和旅游之间的密切关系。 

2.围绕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科学认识我国文化

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相关政策和问题，通过引导学生对文化遗产旅游进

行思考，培养学生利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3.明晰文化遗产和旅游和谐关系的构建逻辑，以及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可持

续发展问题，使学生能够利用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和资料整理，

具有一定的策划与营销能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正确认识文化遗产旅游，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审美观和管理意识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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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学生进行文化遗产旅游规划的能力，提升学生在日常学习工作中的

人际沟通修养。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通过学习文化遗产和旅游的基本知识，正确认识文化遗产旅

游的内涵和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结合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可以对文化旅游

资源进行科学规划。【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2：熟悉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科学认

识和界定我国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相关政策内涵和问题。【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3：具备案例分析的能力。科学理解文化遗产和旅游和谐关系的

构建逻辑，能够利用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和资料整理，具有一

定的策划营销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 4：具备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与管理中的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具

备正确的历史观、审美观和管理意识与合作能力，具备终身学习能力。【毕业要

求 3：素质要求】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3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3-1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导论 课程目标 1/2 讲授 4 

文化遗产旅游概论 课程目标 1/2 讲授 6 

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课程目标 1/2 讲授 6 

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 课程目标 1/2/3 讲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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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 课程目标 1/2/3 讲授 6 

文化遗产旅游景区运营 课程目标 1/3/4 讲授 6 

遗产旅游管理 课程目标 3/4 讲授 8 

中国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课程目标 1/3/4 讲授 6 

合计  48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导论 

【学习目标】 

1.正确阐述文化遗产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2.清晰界定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 

3.明晰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范畴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2.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现状 

3.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范畴和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遗产的分类，文化遗产和旅游的关系。 

2.难点：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方法。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任举一个熟悉的例子，讨论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文化遗产旅游研究方法有哪些？ 

【学习资源】 

1.查阅知网中的关于文化遗产旅游的文献，总结其研究方法。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二章  文化遗产旅游概述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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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围绕文化遗产的概念，清晰界定其分类 

2.准确阐述文化遗产旅游的特征 

3.准确阐释文化遗产旅游的类型与结构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旅游及其相关概念 

2.文化遗产旅游的历史演进 

3.文化遗产旅游的类型与结构 

4.遗产旅游与遗产地 

5.文化遗产旅游的案例 

【重点、难点】 

1.重点：遗产旅游及其相关概念、类型与结构、对遗产地的影响。 

2.难点：文化遗产旅游的类型与结构。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文化遗产旅游？ 

2.文化遗产旅游的类型有哪些？ 

3.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有什么？ 

【学习资源】 

1.在网络资源中找一个山西的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案例，对其类型、影响进

行分析。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三章  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学习目标】 

1.可以清晰辨析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的旅游价值 

2.理解并能构建文化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路径 

3.合理阐述文化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和保护原则 

【课程内容】 

1.旅游价值 

2.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科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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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 

【重点、难点】 

1.重点：非物质遗产的旅游价值。 

2.难点：文化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的适度性。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结合实际案例，讨论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开发的适度性。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理解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2.请描述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开发与保护的原则。 

【学习资源】 

1.文献：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概念：从分离到互动。 

2.教材自测习题。 

第四章  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 

【学习目标】 

1.明晰中国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 

2.清楚界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3.理解并能准确阐释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 

【课程内容】 

1.遗产旅游资源开发 

2.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3.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 

4.中国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案例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 

2.难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分组讨论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正确关系。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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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有哪些？ 

2.结合自身体会，如何正确看待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学习资源】 

1.文献：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概念：从分离到互动。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五章  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 

【学习目标】 

1.准确阐述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明晰中国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的原则 

3.准确阐释中国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的方法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资源保护概述 

2.国外文化遗产资源保护 

3.中国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 

2.难点：中国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的方法。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讨论我国现阶段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方法的适用性。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如何理解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必要性？ 

2.请用实例说明我国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的实践方式？ 

【学习资源】 

1.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 

2.教材自测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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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化遗产旅游景区运营 

【学习目标】 

1.明晰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的概念和发展历程 

2.科学界定中国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的经营管理模式 

3.围绕经营管理模式，准确阐释其构建原则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旅游景区 

2.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经营概述 

3.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管理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经营。 

2.难点：中国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经营模式的选择。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你所熟悉的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管理模式是怎样的？有何优

劣？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文化遗产旅游景区？ 

2.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的主导经营管理模式有哪些？ 

【学习资源】 

1.《“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七章  遗产旅游管理 

【学习目标】 

1.明确辨析出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演进过程 

2. 清晰界定世界遗产管理模式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演进 

2.中国的文化遗产旅游管理 

3.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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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的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和组织管理。 

2.难点：中国的文化遗产旅游质量管理。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 

2.我国文化遗产旅游质量管理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学习资源】 

1.文化部第 41 号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2.教材自测习题。 

第八章  中国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学习目标】 

1.清晰阐释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2.科学界定中国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3.合理构建实现中国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径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概述 

2.中国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 

3.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借鉴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2.难点：实现中国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途径与方法。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讨论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衡量准则。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学习通上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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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 

2.我国实现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途径与方法有哪些？ 

【学习资源】 

1.文献：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 

2.教材自测习题。 

五、实践教学安排 

以山西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中出现的问题为例，通过以小组讨论为主要

形式的课堂讨论，提高学生对于学科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60 %）。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30%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30% 团队合作、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综合专业素养：10% 课堂讨论、课堂表现 

二十三、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期末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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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文化遗产旅游概论》）。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30%）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简单思

考，互动时有

一定自主性。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情况 

（50%）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世界遗产旅游概论 邓爱民，王子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鹏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 

[2]Hilary du Cros，Bob McKercher，朱路平译.文化旅游（第二版）.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7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2-3天时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充分利用网络文献资源，主动查阅相关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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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课程编码 232610107C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中国文化史 

文化资源概论 
修读学期 3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实践学时 12） 

执笔人 仇兵奎 审核人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模块课程。着重介绍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

理论与方法，介绍国内外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以及我国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所开创的路径和经验。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文化遗产的

基本知识和利用前景，了解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和方法，使学生充分认识

到中外文化遗产保护的共性与差异，增强学生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与能力，

为更好地学习本专业奠定基础，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拥有更多的技能和开

阔视野。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围绕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与区别，理解文化遗产的分

类及其依据；从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出发，正确理解文

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观，自觉承担起保护文化遗产的

责任。 

2.围绕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和数字化保护方式，正确认识文化遗产的冻

结保存、整旧如故和保护方式的多样性，使学生切实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与

保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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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准确阐释我国《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基本内涵，熟知我国

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保护条例；通过自主探索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培养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团队合作能力以及人际交

往与沟通能力，增强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具备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知识，使学生切实感受到文化

遗产的魅力与保护现状，初步建立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储备。【毕业要求 1：知识

要求】 

课程目标 2：对文化遗产的概念、类型、价值、保护方式有较为深入的认

识。增强对文化遗产的理论认知，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素养。【毕业

要求 1：知识要求】 

课程目标 3：通过对文化遗产保护案例的分析，检索相关文献，对国外同

类案例进行分析探索，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课程目标 4：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学生查找中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

进行比较研究，使学生充分认识中外文化遗产保护的共性与差异，培养学生人

际交往与沟通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3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2-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3-1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文化遗产的概念 课程目标 1/2 讲授 2 

文化遗产的类型 课程目标 1/2 讲授 4 

文化遗产的价值 课程目标 1/2 讲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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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方式 课程目标 1/2/3 讲授 6 

世界各国文化遗产立法 课程目标 2/3/4 讲授、实践 8（实践：6学时）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外经验 课程目标 2/3/4 讲授、实践 8（实践：6学时）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遗产的概念 

【学习目标】 

1.准确阐述文化遗产的含义 

2.清晰梳理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 

3.准确阐释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观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 

2.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 

3.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观 

【重点、难点】 

1.重点：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观。 

2.难点：正确理解文化遗产的含义。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讨论自身对文化遗产的理解。 

【学习要求】 

1.提前预习，自觉查阅学习通上老师上传的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 

2.习近平的文化遗产保护观。 

【学习资源】 

1.析理论道：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二章  文化遗产的类型 

【学习目标】 

1.清晰辨析文化遗产的分类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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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确阐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与联系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的分类与依据 

2.物质文化遗产 

3.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 

2.难点：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结合自身理解，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与

联系。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与联系。 

【学习资源】 

1.网络资源：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更多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三章  文化遗产的价值 

【学习目标】 

1.构建出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 

2.准确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的价值 

2.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4.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 

2.难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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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结合实际案例，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维度。 

【学习资源】 

1.文献：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策略与影响机制。 

2.教材自测习题。 

第四章  文化遗产保护方式 

【学习目标】 

1.清晰阐释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的内涵 

2.清晰阐释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式的内涵 

3.清晰阐释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式的内涵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 

2.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3.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2.难点：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讨论 结合自身的理解，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理论依据。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生产性保护的含义是什么？ 

2.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理论依据有哪些？ 

【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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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文献。 

2.教材自测习题。 

第五章  世界各国文化遗产立法 

【学习目标】 

1.熟悉日本《文化财保护法》 

2.熟悉荷兰《文化遗产法》 

3.准确梳理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主要内容 

【课程内容】 

1.日本《文化财保护法》 

2.荷兰《文化遗产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4.我国地方保护条例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主要内容。 

2.难点：不同国家立法比较。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实践 比较不同国家的文化遗产立法的优劣，提出优化建议。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比较不同国家文化遗产立法的优劣。 

【学习资源】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教材自测习题。 

第六章  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外经验 

【学习目标】 

1.清晰梳理出不同国家的保护文化遗产的策略 

2.正确辨析不同策略的优劣 

【课程内容】 

1.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 

2.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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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 

【重点、难点】 

1.重点：不同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及策略。 

2.难点：不同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逻辑。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结合 PPT讲授。 

2.课堂实践 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外经验进行研讨。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基本知识点，预习并自觉查阅辅助学习资料。 

2.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3.课后完成复习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1.意大利的中央统一、精细管理的体制机制有什么优势？ 

2.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特点是什么？ 

【学习资源】 

1.关于意大利、法国、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献。 

2.教材自测习题。 

五、实践教学安排 

实践 1.比较不同国家的文化遗产立法的优势与不足，提出建议（6 学时） 

实践目的：通过这个实践使学生理解世界各国文化遗产立法的优劣差异及

其影响因素，提出建议，锻炼学生分析材料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实践工具：手机、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将学生 6-8 个人分成一个小组，分组通过网络检索不同国家的

文化遗产立法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形成书面资料上交。然后，随机发放搜集上

来的书面材料，每组根据拿到的书面材料进行优势与不足方面的讨论。讨论时

间为 30分钟，小组陈述限时 10分钟。 

实践场所：互联网、教室。 

实践要求：根据参与此项实践的同学写出的对相应国家的文化遗产立法的

看法，思考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文化遗产立法。 

实践 2. 无领导小组讨论（6 学时） 

实践目的：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外经验的相关材料，锻

炼学生分析材料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工具：手机、笔记本电脑、纸、笔。 

实践安排：将学生 10人分成一个小组，以意大利、法国和日本为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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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分别检索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代表性案例，形成研究报告。然后，

互换研究报告并对研究报告中的内容进行分析讨论。讨论时间 30分钟，小组陈

述限时 15分钟。 

实践场所：互联网、教室。 

实践要求：分析透彻，条理清晰，能够结合理论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剖析。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40 %）、平时作业（60 %）。 

期末考核采用开卷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20% 课堂测试、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专业能力：3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能力：30% 团队合作、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综合专业素养：20% 课堂实践与讨论、课堂表现 

二十四、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平时作业提交次数及完成质量。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晋中学院期末考试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

践》）。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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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40%）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简单思

考，互动时有

一定自主性。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情况 

（60%）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文化遗产保护 吕舟 科学出版社 2016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单霁翔.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天津：天津大学出版

社，2017. 

[2]周超.日本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及中日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7. 

[3]周明全等.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及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4]顾军等.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张丽丽.村落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

出版社，2020. 

十、课程学习建议 

1.要求：需要每月花费 2-3天时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习。 

2.建议：充分利用网络文献资源，主动查阅相关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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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企业管理》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旅游企业管理  （Manage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enterprises） 

课程编码 1515003C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管理学原理 修读学期 5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3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学时（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陈文慧 审核人   梁润萍 

二、课程简介 

《文化旅游企业管理》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职业能力平台中的文化遗产旅

游模块课程之一，而且该课程也是一门结合旅游学、管理学、文化学等多个学

科交叉综合性地研究旅游业经营管理的新兴学科。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

旅游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文旅企业作为文旅融合的产物，对文化旅游

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满足、文化旅游市场的繁荣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本课程

内容涉及面广、专业性、实践性强，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课程内容采用

普适性理论讲解与案例阐述相结合，以一种创新的理念来诠释现代文化旅游企

业管理的基本内涵，为现代文化旅游企业的有效管理提供了理论工具和运作方

法。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具备文化旅游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具备运用相关知识

进行案例分析的初步能力。加深对文化旅游企业管理的认识，初步建立文化旅

游企业管理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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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以创新理念掌握现代文化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内涵，将

现代方法和手段运用于文化旅游企业，为现代文化旅游企业的有效经营管理提

供理论工具。 

课程目标 3：通过对文化旅游企业市场营销、人力资本管理等基本内容的

学习，培养学生日后作为具有文化旅游企业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以适应社会

经济生活的需要。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2、3 1-1   3-3 

课程目标 2 2、3 2-1   3-2    

课程目标 3 3 3-1   3-3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

排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第三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实践：文化企业调研 课程目标 3 实践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四章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3 

第五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实践：晋中文化企业实地调研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第七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第八章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实践 3：文化差异与企业管理

差异的研究报告 
课程目标 3 实践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 4 

第九章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3 



 

 402 

合计  34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旅游企业管理导论 

【学习目标】 

整理文化旅游企业的特点与分类；描述文化旅游企业组织形式；归纳文化

旅游企业管理的理念与方式；评价思考我国文旅企业的管理问题 

【课程内容】 

1.文化旅游企业的特点、分类、组织形式、经营方式 

2.文化旅游企业管理的思想与理念 

3.影响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的文化层面 

4.旅游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理论与实践 

【重点、难点】 

1.重点：影响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的文化层面 

2.难点：旅游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理论及案例分析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以问题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4.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结合资料进行课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文化旅游企业，文化旅游企业有哪些特征？文化旅游企业经营管

理的特点是什么？ 

2.现代文化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3.我国发展文化旅游企业有何意义? 

【学习资源】案例资料：《中国旅游集团化发展报告2023——繁荣与重构》，

中国旅游研究院 (ctaweb.org.cn) 

 

 

第二章  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 

【学习目标】 

识别旅游活动和旅游企业的国际化现象；解释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因

与模式；归纳我国旅游企业跨国经营的条件、跨国经营战略的制定。 

https://www.ctaweb.org.cn/cta/gzdt/202312/711dc8100b394dc4b528fd7709633dfb.shtml


 

 403 

【课程内容】 

1.旅游企业国际化的内涵与衡量方法、旅游活动和旅游企业的国际化现象，

旅游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及模式 

2.中国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条件、市场选择 

3.中国旅游企业全面开放及其国际化进程 

4.中国旅游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5.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制定。 

【重点、难点】 

1.重点：旅游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及模式 

2.难点：中国旅游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教学方法】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以问题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4.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结合资料进行课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旅游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及模式是什么？ 

2.中国旅游企业国际化面对机遇挑战，如何确定国际化战略？ 

【学习资源】杜江：《中国旅游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北京：旅游教育出版

社 2006年。 

 

第三章 文化差异对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学习目标】 

记忆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讨论文化差异条件下的各国管理

理念与管理风格；解释文化差异对旅游产品需求、供给的影响；总结文化差异

对旅游企业管理的影响。 

【课程内容】 

1.文化差异及产生文化差异的原因 

2.文化差异下各国管理理念与风格、不同文化背景下管理制度的建立 

4.文化差异对旅游产品需求的影响、文化差异对旅游产品开发的影响 

5.文化差异中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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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文化差异下各国管理理念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管理制度的建立 

2.难点：文化差异下各国管理理念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以问题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4.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 

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按时完成

课后作业题进行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简述文化差异下各国企业管理的理念以及管理制度有何差异？ 

2.文化差异对旅游产品需求有何影响？旅游企业在文化差异条件下如何开

发产品？ 

3.文化差异中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采取什么策略？ 

【学习资源】案例：韩国在华企业的跨文化管理 ——以三星电子公司为例 

- 道客巴巴 (doc88.com) 

 

第四章  旅游企业文化管理中的沟通与协调 

【学习目标】 

记忆跨文化沟通、跨文化协调；解释跨文化沟通的影响因素、协调机制；

归纳跨文化沟通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构建实现跨文化协调路径并预测实际

问题。 

【课程内容】 

1.跨文化沟通的影响因素 

2.跨文化沟通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 

3.有效的跨文化协调机制 

4.跨文化的管理人员与协调路径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沟通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 

2.难点：如何建立相互信任的协调机制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https://www.doc88.com/p-3817352007680.html
https://www.doc88.com/p-3817352007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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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导向式：以问题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4.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按时完成课后作业题进行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管理沟通有何作用？对文化旅游企业有何重要的意义？ 

2.影响管理沟通的文化障碍有哪些？如何突破这些文化障碍？ 

3.管理者如何在旅游企业中建立互相信任的协调机制？ 

【学习资源】 

张鹏著：《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8。 

 

第五章  旅游企业文化管理中的激励 

【学习目标】 

概述激励的理论基础；记忆跨文化激励的前提；演示激励制度的机制及其

创新；建立合理的动态激励机制；归纳文化差异对企业激励管理的影响。 

【课程内容】 

1.激励理论与旅游企业跨文化管理中的激励 

2.跨文化管理中的激励机制 

3.跨文化中的激励体系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差异与旅游企业跨文化激励、建立完善的薪酬管理体系 

2.难点：建立有效的跨文化绩效评估体系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以问题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4.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按时完成课后作业题进行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简述五种典型的激励理论。 

2.文化差异对旅游企业激励有何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3.什么是激励体系？在文化差异中，旅游企业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体系？ 

https://book-duxiu-com-443.webvpn.tyust.edu.cn/search?sw=%E5%BC%A0%E9%B9%8F&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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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张鹏著：《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8。 

 

第六章  领导行为与管理方式的跨文化比较 

【学习目标】 

记忆领导的定义、领导的构成因素；解释领导与管理的差异；归纳领导行

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领导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跨文化领导的独特性，运用

跨文化领导知识推断文旅企业的管理问题。 

【课程内容】 

1.领导的含义、概念与过程；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2.领导的一般特征与功能、领导的地位权力和影响力 

3.领导的行为理论、领导的权变理论、领导的生命周期理论 

4.跨文化领导的范畴、跨文化领导的独特性 

【重点、难点】 

1.重点：跨文化领导的范畴 

2.难点：跨文化领导的独特性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 

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按时完成

课后作业题进行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领导？它与管理有什么异同？ 

2.领导者行为理论中，有何相似之处？ 

3.什么是跨文化领导？有哪些独特性？ 

【学习资源】王金伟编著：《旅游企业跨国经营管理案例集》，北京：旅游

教育出版社 2020。 

 

 

第七章   旅游企业中多文化群体的管理 

【学习目标】 

定义旅游企业多文化工作群体的主体、客体与媒介；罗列多文化群体的特

https://book-duxiu-com-443.webvpn.tyust.edu.cn/search?sw=%E5%BC%A0%E9%B9%8F&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443.webvpn.tyust.edu.cn/search?sw=%E7%8E%8B%E9%87%91%E4%BC%9F&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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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类型；归纳旅游企业多文化对工作群体的影响因素；通过旅游企业多文化工

作群体管理的基本原则分析解决相关问题。 

【课程内容】 

1.旅游企业多文化工作群体构成、类型、特征 

2.旅游企业中多文化对工作群体的影响 

3.对旅游企业中多文化群体管理的原则与探索 

【重点、难点】 

1.重点：旅游企业多文化工作群体的探索路径 

2.难点：旅游企业多文化工作群体管理本土化战略实施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按时完成课后作业题进行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有哪些方面？ 

2.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管理制度的影响是什么？ 

3.文化差异对旅游企业管理有何积极或消极影响? 

【学习资源】陈晓萍：《跨文化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 

 

 

 

第八章 旅游企业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与管理 

【学习目标】 

记忆旅游企业跨文化经营的特征；定义跨文化经营中的文化冲突；描述当

前代表性的旅游跨国企业；解释旅游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一体化；归纳旅游企

业跨国经营中将面临的冲突，根据多元文化环境提出文化适应的策略。 

【课程内容】 

1.旅游企业的跨文化特征 

2.旅游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3.旅游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一体化 

4.文化变革对多元文化环境的适应策略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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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旅游企业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2.难点：文化变革对多元文化环境的适应策略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案例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按时完成课后作业题进行复习巩固；积极进行实践作业。 

【复习与思考】 

1.旅游企业经营中出现哪些文化困扰？如何解决文化冲突？ 

2.旅游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如何实现文化融合、文化一体化？ 

3.比较文化变革对多元文化环境的本土化策略、文化移植策略、文化嫁接

策略、文化相容策略、文化交叉策略。 

【学习资源】 

中建五局：从“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 (cscec.com) 

 

第九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旅游企业的跨文化管理 

【学习目标】 

识别中外管理文化差异；归纳中国旅游企业跨文化管理前沿与现状；描述

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具体体现与运用；解释中国特色旅游企业跨

文化管理模式并对相关管理实践提炼自己看法 

【课程内容】 

1.中外管理文化的差异，中外管理文化的整合 

2.中国旅游企业跨文化管理的发展现状 

3.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企业跨文化管理中的意义 

3.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相结合拓展中国旅游企业的发展空间 

4.中国特色的旅游企业跨文化管理模式的探讨 

【重点、难点】 

1.重点：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企业管理模式影响 

2.难点：中外管理文化的差异与整合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课后布置作业，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反馈 

【学习要求】 

https://www.cscec.com/zgjz_new/whpc_new/whal/201712/2775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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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程；阅读相关

学习资源进行复习巩固 

 

【复习与思考】 

1.中外管理文化有哪些差异？如何整合？ 

2.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企业管理模式有何有意义或影响？ 

3.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相结合说明中国旅游企业的发展空间。 

【学习资源】 

1.高辉娜：《环球影城的跨国经营》，收录于《旅游企业跨国经营管理案例

集》，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20.  

2.高辉娜：《山水文园与美国六旗跨国经营合作案例》，收录于《旅游企业

跨国经营管理案例集》，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20.  

 

五、实践教学安排 

1.实践一：文化企业的调研 

实践目的：能够按照要求设计文化企业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市

场信息。 

实践工具：手机、笔记本电脑、纸、笔、问卷星等 APP 

实践安排：学生们按照要求首先选定一家自己感兴趣的文化企业调查问卷，

然后选取 10位同学在班级分享设计及搜集问卷心得，每位同学限时 8分钟。 

实践场所：互联网、实地调查 

调查问卷要求：调查问卷要求标题等信息完整，实践报告要求结构完整，

根据实际调查问卷分析而出，并写出自身从调查中获取的重要结果信息。 

2. 实践二：山西醋文化产业园区的考察调研 

实践目的：参观文化产业园区的生产工序、了解其经营机制与管理制度 

实践工具：交通工具、手机、笔记本 

实践安排：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乘坐大巴到达目的地实地调研，然后选

取 10位同学在班级分享心得，每位同学限时 8分钟。 

3.实践三：文化差异与企业管理异同的研究报告 

实践目的：通过让学生们选取两个国家或两个地区，收集资料整理其文化

差异、企业管理差异，了解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实践工具：手机、笔记本电脑、网上资源、论文数据库 

实践安排：学生们根据搜集回来的信息撰写研究报告，选取 10位同学在班

级分享设计及搜集问卷心得，每位同学限时 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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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场所：教室 

研究报告要求：报告要求根据自身收集回来的信息进行分析，结构完整，

思路清晰，有针对性。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期末考核。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

包括上课考勤、课堂表现、实践作业三方面。期末考试考核采用开卷考试方式。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知识运用分析能力：40-5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实践调查 

课程目标 3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实践调查 

二十五、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本课程期末综合成绩采取“N+1”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包括课堂

表现（10分）、实践调查（10分）、读书笔记（10分）占比 30%；“1”指期末考

试成绩，占比 70％。 

 

（二）成绩评定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极

互动，主动讨

论，发言积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言次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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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调查 

调查内容完整，

独立或合作完

成全部实践报

告。报告书写端

正，对问题有详

细透彻的分析。 

调查内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实践报

告。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调 查 内 容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实践报

告，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调 查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实践报

告。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基本分

析。 

调查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实

践报告。 

3 读书笔记 

笔记字迹工整、

内容全面、逻辑

层次分明，重难

点突出，也有自

己的独立思考 

笔记字迹 工

整、内容全面、

逻辑层次 分

明。 

笔 记 字 迹工

整、内容全面，

已涵盖基本知

识点。 

笔 记 字 迹 工

整、内容基本

完整，但未涉

及经济学基本

知识。 

课堂笔记字迹

潦草，内容不完

整。 

4 期末考试 根据期末考试试题的评分标准判定分值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旅游企业管理 夏林根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徐真真.现代旅游企业经营与管理实务研究.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7. 

[2]黎洁、赵文红.旅游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2. 

[3]朱易兰.旅游企业跨国经营程度测量实证研究.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1. 

[4]邹益民.旅游企业战略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5]吕宛春、赵书虹、罗江波.旅游企业跨文化管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十、课程学习建议 

课前预习相关课程内容，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认真完成课程实践作业环节。

综合使用互联网、新媒体等信息技术，关注我国文旅产业结构、政府产业政策，

了解文旅企业经营管理基本动态；了解世界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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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旅游策划》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遗产旅游策划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Planning 

（英文） 
课程编码 1515004C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先修课程 
文化资源概论 

文化创意与策划 
修读学期 5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陈文慧 审核人  

二、课程简介 

文化遗产的旅游策划贯穿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今天的文化产业领域，

成功的创意和产品策划各呈异彩，各具特色，提炼成功策划案例的经验并将其

合理应用也是文化产业从业者的基本素质要求。文化遗产旅游策划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的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技巧与方法，并在此基础

上将理论知识成功运用到文化遗产旅游相关产品、项目与活动的策划过程中，

从整体上提高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的策划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社会实践能

力。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理解文化遗产与旅游策划之间的密切关，具备文化遗产旅游

策划的基本知识，让学生体会到化遗产通过旅游策划产生的价值，了解文化遗

产与旅游的专业知识，初步建立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储备。（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1-2） 

课程目标 2：对文化遗产旅游策划人员的素质进行学习，掌握旅游策划的

方法与主要方略，让学生具备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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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目标 3：通过对文化景观遗产的旅游策划学习，具备文化遗产旅游开

发的相关知识，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3、3-4） 

课程目标 4：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具备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流程

与方法，通过旅游策划实训，提高组织能力与创新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3-2）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 1-1、1-2 

课程目标 2 2 2-2、2-3 

课程目标 3 3 3-3、3-4 

课程目标 4 3 3-1、3-2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第一章文化遗产概述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2 

第二章旅游策划概述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3 

第三章旅游策划的方法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3 

第四章旅游发展战略策划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3 

第五章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 课程目标 3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3 

第六章文化景观遗产旅游策划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3 

第七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 课程目标 4 讲授法、问题导向法、讨论式教学法 3 

实践一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具

体案例的分析 
课程目标 3 实践教学法 4 

实践二晋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实地调研与旅游策划方案的撰写 
课程目标 4 实践教学法 8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遗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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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可描述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分类；解释物质文化遗产的

分类及历史价值与科学价值；记忆文化遗产景观的特征，调查文化遗产景观的

成功案例；归纳我国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 

【课程内容】 

1.文化遗产的概念 

2.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与价值 

3.文化景观遗产的特征原理 

4.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传承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景观遗产 

2.难点：非物质文化遗产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互动，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结合资料进行课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谈谈你对文化遗产分类的认识。 

2.什么是文化景观遗产，试举例说明之。 

3.我国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有哪些？ 

4.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内涵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_中央有关文件_中国政府网 (www.gov.cn) 

 

第二章  旅游策划概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记忆策划与旅游策划的概念；描述旅游策划的原则、原理

与理念；演示旅游策划如何发挥资源特色；归纳旅游策划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旅游策划与市场的结合；列举旅游策划的案例分析。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8/12/content_5630974.htm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8/12/content_56309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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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1.旅游策划的原则、原理与理念 

2.旅游策划方案的基本要素 

3.旅游策划的任务额、类型及发展趋势 

【重点、难点】 

1.重点：旅游策划的步骤或程序 

2.难点：旅游策划的原则、原理与理念 

【教学方法】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文本章学习内容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详略得当的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互动，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结合资料进行课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旅游策划的概念，旅游策划的步骤是什么？ 

2.旅游策划方案的语言论述有何特点？ 

3.旅游策划的基本要素及其重要价值有哪些？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 

“十大成功案例，带你看懂“非遗+旅游”新开发模式”(sohu.com) 

 

第三章  旅游策划的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记忆旅游策划人员的内涵及招收标准；归纳旅游策划的

具体细节；总结旅游策划的方法及主要方略；解释旅游策划的基本步骤；演示

不同旅游产品的不同策划方法；结合地方特色应用不同的旅游策划方法。 

【课程内容】 

1.旅游策划与旅游策划人员 

2.旅游策划的方法论与方略 

3.不同旅游产品类型的策划技巧 

【重点、难点】 

1.重点：旅游策划的方法论与主要方略 

2.难点：旅游策划的战术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知识内容与结构。 

https://travel.sohu.com/a/729112850_12112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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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互动，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结合资料进行课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旅游策划人员对旅游策划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其素质要求是什么？ 

2.旅游策划的基本程序与步骤是什么？ 

3.如何结合文化特色进行旅游策划？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 

沈祖祥：《世界著名旅游策划实战案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第四章  旅游发展战略策划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记忆旅游发展战略策划的概念与演变历程；解释全域旅

游发展战略；描述旅游发展战略策划的程序及基本方法；解释旅游发展战略策

划的原则与理念；演示旅游发展战略策划的实际应用。 

【课程内容】 

1.旅游发展战略的概述 

2.旅游发展战略的原则和内容 

3.旅游发展战略策划的方法与程序 

【重点、难点】 

1.重点：旅游发展战略策划的程序 

2.难点：旅游发展战略策划的常用方法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旅游发展策略的内涵与外延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互动，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结合资料进行课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简要说明旅游战略策划的特点和原则。 

2.举例说明旅游战略策划的核心。 

3.旅游战略策划应该如何进行基础条件分析? 

4.旅游战略思想策划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https://book-duxiu-com-443.webvpn.tyust.edu.cn/search?sw=%E6%B2%88%E7%A5%96%E7%A5%A5&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443.webvpn.tyust.edu.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3154463&d=63B985CF1BF6073B929AD7BB82D5E223&fenlei=060802&sw=%E6%97%85%E6%B8%B8%E7%AD%96%E5%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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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旅游战略策划该如何处理市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 

傅建祥著：《旅游策划实录》，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0。    

 

第五章  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策划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记忆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特征；归纳物质文化遗产的

分类；解释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流程与方法；演示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

成功案例。 

【课程内容】 

1.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分类 

2.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流程与方法 

3.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成功案例 

【重点、难点】 

1.重点：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分类 

2.难点：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策划流程与方法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学习重要性与必要性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详略得当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互动，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结合复习思考题进行课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哪些特征？ 

2.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策划基本流程是什么？ 

3.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策划有何特殊技巧？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 

李江敏：《中国旅游与物质文化遗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第六章  文化景观遗产的旅游策划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记忆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与分类，解释文化景观遗产的历

史文化价值；描述文化景观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撰写文化景观旅游策划的简单

方案，应用文化景观遗产旅游策划的方法与技巧。 

https://book-duxiu-com-443.webvpn.tyust.edu.cn/search?sw=%E5%82%85%E5%BB%BA%E7%A5%A5&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443.webvpn.tyust.edu.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938123&d=90A4D35B8AB1F693FAB8437AD06910EC&fenlei=06080101&sw=%E6%97%85%E6%B8%B8%E7%AD%96%E5%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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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1.文化景观遗产的概述 

2.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3.文化景观遗产旅游策划的方法与技巧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遗产景观旅游策划的方法 

2.难点：文化遗产景观旅游策划的技巧 

【教学方法】（此处详细说明如何组织教学）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本章节学习内容与提要 

2.讲授法：对各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3.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互动，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结合课后习题进行知识巩固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文化景观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有哪些？ 

2.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什么原则？如何在其旅游策划中体现？ 

3.简述文化景观遗产旅游策划的必要性。 

4.结合当地某一文化景观遗产的具体情况，论述其旅游策划的成功或不足。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 

单霁翔：《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 

 

第七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策划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可以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识别与

分类；描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价值意义；演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

划的基本流程与步骤。 

【课程内容】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3.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目的与价值 

4.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重点、难点】 

1.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基本方法 

2.难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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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讨论式教学：案例讨论引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问题导向式：向学生提问互动，对重难点进行深度分析 

3.讲授法：对基本知识点的讲解、基础案例的呈现 

【学习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基本的知识储备；课堂中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结合资料进行课后复习。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领域有哪些？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分类是什么？ 

3.简要叙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基本目标与流程。 

4.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体现在那些方

面？ 

【学习资源】延伸阅读 

欧阳正宇，彭睿娟：《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长春：吉林出版社 2016。 

五、实践教学安排 

1.实践一：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策划具体案例的分析 

实践目的：通过具体的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策划案例的分析，提升对物质

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理解，加强与实践联系。  

实践工具：互联网、手机、纸、笔 

实践安排：分小组对选取的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规划案进行讨论 

实践场所：教室、图书馆 

实践报告要求：案例分析探讨报告要简单介绍选取的案例概况；小组讨论

结果进行展示。 

2. 实践二：晋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地调研与旅游策划方案的撰写 

实践目的：通过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地调研，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旅游开发现状，进而形成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策划方案 

实践工具：互联网、手机、笔记本电脑 

实践安排：分小组对选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地调研，可以非遗传承人进

行采访；结合互联网资源对其旅游策划的讨论分析，形成初步的旅游策划方案 

实践场所：校外、教室 

实践报告要求：小组调研实际情况，形成初步的旅游策划方案；要求策划

方案结构完整，思路清晰，有针对性。 

 

六、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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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期末考核。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表现、实践作业、读书笔记三方面。期末考核采用开卷考试。 

（三）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课堂表现、读书笔记 

课程目标 2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知识运用分析能力：40-5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实践作业 

课程目标 3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实践作业 

课程目标 4 

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10-20% 

知识运用分析能力：40-50% 

职业素养与信念：5% 

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二十六、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30%+期末考试成绩×7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练习、讨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2）实践作业：学生根据实践要求，对所需知识进行学以致用，在专业领

域提高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3）读书笔记：总结回顾教学内容、复习相关知识点的基础上，阅读相关

名家经典书籍或报纸期刊，充实或提升文化遗产旅游策划的相关知识体系与专

业素养。 

3.期末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占总成绩的 10% 

（2）实践作业占总成绩的 10% 

（3）读书笔记占总成绩的 10% 

（4）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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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绩评定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极

互动，主动讨

论，发言积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言次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实践作业 

工作积极认真，

实践过程清晰、

报告逻辑层次

分明，具有创新

性或实用性 

工作积极 认

真，实践过程

清晰、报告逻

辑层次分明 

工 作 积 极认

真，工作实践

过 程 基 本完

整，有实践报

告 

工 作 积 极 认

真，工作实践

过 程 基 本 完

成，实践报告

基本合格 

实践工作不认

真，实践过程不

完整，缺少实践

报告 

3 读书笔记 

笔记字迹工整、

内容全面、逻辑

层次分明，重难

点突出，也有自

己的独立思考 

笔记字迹 工

整、内容全面、

逻辑层次 分

明。 

笔 记 字 迹工

整、内容全面，

已涵盖基本知

识点。 

笔 记 字 迹 工

整、内容基本

完整，但未涉

及经济学基本

知识。 

课堂笔记字迹

潦草，内容不完

整。 

4 期末考试 按期末考试试题评分标准进行分值判定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旅游策划理论与实务 杨振之，周坤全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 否  

九、主要参考书目 

1.钟晟.旅游策划：理论、案例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朗富平，顾雅青.旅游策划实务（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十、课程学习建议 

综合使用互联网、新媒体等信息技术，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关

注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政策，了解我国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典型的旅游策划案例；学会以旅游策划的视角去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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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Planning 

 
课程编码 232610110C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遗产旅游概论 修读学期 7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32学时（理论学时 20，实践学时 12 ） 

执笔人 薛雨辰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课中的方向性课程，也是一

门具备实践性与应用性的课程。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如

何互融互通，掌握基于文化遗产进行旅游规划的知识与技能，以实现文化遗产

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赢。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和能力、素养： 

学生了解并掌握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方面的理论知识，联系实际，拓展保

护文化遗产的思路与方法。引导学生从旅游规划的角度看待文化遗产，使学生

树立保护文化遗产的思想意识。在文化遗产规划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三、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学习文化遗产旅游基础知识，了解和掌握国外的文化遗产保

护方法以及我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对合理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有正确

理解，具备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遵守文化遗产旅游道德。【毕业要求 2：

学科知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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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 2：能够掌握文化遗产线路规划的方法，做出合理的策略选择；

掌握文化遗产旅游规划与城区建设、城市发展、社区规划的关键点，提升宏观

规划思维和创新能力。【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2】 

 课程目标 3：熟悉保护文化遗产的科学理念和方法，内化保护文化遗产的

思想意识。具备大局观，从更长远的角度去对待文化遗产，充分发挥文化资源

的价值，具备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1】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学科知识 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1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文化遗产旅游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 4 

国外文化遗产保护集萃与

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 
课程目标 1 

讲授法、案例法、启

发式教学法 
6 

文化遗产线路规划的策略

选择 
课程目标 2 讲授法、案例法 6 

遗产发展中的城市与旅游

规划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 6 

遗产旅游城区建设与发展

取向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启

发式教学法 
6 

文化遗产旅游社区中的规

划抉择 
课程目标 2/3 

讲授法、案例法、启

发式教学法 
4 

合计  32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化遗产旅游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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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遗产旅游相关定义、文化遗产游的类型与特征 

2.知晓遗产游层次与群体、文化遗产相关机构 

3.明确遗产旅游的重要性、遗产旅游道德守则 

【课程内容】 

1.遗产旅游相关定义、文化遗产游的类型、文化遗产旅游的特征 

2.遗产游层次与群体、文化遗产相关机构 

3.遗产旅游的重要性、遗产旅游道德守则 

【重点、难点】 

1.重点：遗产游层次与群体、文化遗产游的类型与特征 

2.难点：遗产旅游道德守则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文化遗产旅游基础知识 

2.案例法：对于“文化遗产游的类型、文化遗产旅游的特征”等知识辅以

案例进行讲解 

【学习要求】 

1.课前自觉预习、课上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勤于思考，踊跃回答问

题，参与讨论 

2.课后参阅学习资源及参考书目，完成复习与思考题，从而巩固课堂知识 

【复习与思考】 

1.试对现代社会遗产游群体的转向进行举例论证 

2.思考如何在日常旅行中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 

【学习资源】 

1.推荐阅读：易小力《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 

2.推荐阅读：刘敏，王萍《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  

 

第二章 国外文化遗产保护集萃与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理工与社科类不同学科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 

2.掌握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课程内容】 

1.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法与技术——理工类 

2.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法与策略——社科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2%D7%D0%A1%C1%A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C3%F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C6%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9000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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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特色基于不同对象的文化遗产保护 

4.中国特色基于整体视角的文化遗产保护 

【重点、难点】 

1.重点：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法与策略——社科类 

2.难点：中国特色基于整体视角的文化遗产保护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实践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在讲解“国外社科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法、

中国特色基于不同对象的文化遗产保护”等知识时，举例如“希腊德尔菲考古

遗址、斯里兰卡遗产茶厂酒店”等进行论证，进行启发式教学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文化遗产旅游的基本知识，并自觉预习本章节内容 

2.课堂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回答问题，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复习与思考】 

思考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学习资源】 

1.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道路》 

2.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 

 

 

第三章 文化遗产线路规划的策略选择 

【学习目标】 

1.了解遗产线路的基本理念、线路规划的指导思想 

2.掌握遗产线路的景点规划、事件规划、综合规划 

3.明晰遗产线路上的游客流 

【课程内容】 

1.遗产线路的基本理念；划分产业的遗产线路；线路规划的指导思想 

2.遗产线路的景点规划；遗产线路的事件规划；遗产线路的综合规划 

3.遗产线路上的游客流 

【重点、难点】 

1.重点：遗产线路的基本理念 

2.难点：遗产线路上的游客流 

【教学方法】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CE%FD%B3%C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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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讲解文化遗产线路规划的理论知识。 

2.案例法：辅以“秦直道、蜀道、湘桂古道、南粤古驿道”等遗产线路案

例进行分析 

【学习要求】 

1.复习前两章所学基本知识，并自觉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课后搜集了解“中国世界遗产跨区域主题游十大线路” 

【学习资源】 

1.2023 年 10 月 13 日 2023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推广联盟大会正式推出“中

华文字、故都遗址、千年运河等 10 个方面 10 条中国世界遗产跨区域主题游线

路”。 

2.李永东，刘亚杰《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 

 

 

第四章  遗产发展中的城市与旅游规划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遗产旅游土地利用守则 

2.掌握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的争论与契合 

【课程内容】 

1.不同规划的基本原理与原则 

2.文化遗产旅游土地利用守则 

3.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的争论 

4.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的契合 

【重点、难点】 

1.重点：不同规划的基本原理与原则；文化遗产旅游土地利用守则 

2.难点：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的争论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遗产发展中的城市与旅游规划相关理论知识 

2.案例法：解读《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分析文化遗产旅

游土地利用守则、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的契合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关于策划的基本知识，自觉预习本章内容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D3%C0%B6%A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D1%C7%BD%D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www.baidu.com/link?url=RbgcXcyRGwKjymdLQd9xswXXp_QDqkyDysxvKTv6HsKaCNLlHeUxNdBWn_yQGDzl4clqCtb3H6nd-AYt1VZ57raK5dA4KIbFGEB2LB0ZK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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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搜集资料举例论证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契合的体现 

【学习资源】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全文) 

 

第五章 遗产旅游城区建设与发展取向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规划的价值取向 

2.理解单一与多重价值取向；相关各方参与的监督 

3.掌握城市化的类型与顾虑、遗产发展面临的困境 

【课程内容】 

1.不同规划的价值取向 

2.城市化的类型与顾虑 

3.遗产发展面临的困境 

4.单一与多重价值取向；相关各方参与的监督 

【重点、难点】 

1.重点：城市化的类型与顾虑、遗产发展面临的困境 

2.难点：单一与多重价值取向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遗产旅游城区建设与发展取向相关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针对遗产发展面临的困境如“遗产保护法律法

规不完善、缺乏专业的遗产保护人才、过度商业化和旅游开发、文化遗产的消

失和破坏”等插入案例进行分析，启发学生的思考 

【学习要求】 

1.复习上一章所学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1.搜集资料了解山西省内遗产保护人才管理机制 

【学习资源】   

1.李永东，刘亚杰《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 

2.易小力《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 

http://www.baidu.com/link?url=HrwOCezCdzuNjuRzM5zPb5qcE8dXKLgW7T8tSH8zwLRIHP_KLpVsRBMZ-TAM6M9iuP92e1mQlP1-S1HCL2Up8iSOuyeRXqwDn1De1GaEVEG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D3%C0%B6%A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D1%C7%BD%D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2%D7%D0%A1%C1%A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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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化遗产旅游社区中的规划抉择 

【学习目标】 

1.了解社区规划的关键概念与思维、文化遗产旅游土地分类利用 

2.掌握文化遗产旅游社区规划依据、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参与机制 

3.学会文化遗产旅游社区设施规划 

【课程内容】 

1.社区规划的关键概念与思维 

2.文化遗产旅游土地分类利用 

3.文化遗产旅游社区规划依据 

4.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参与机制 

5.文化遗产旅游社区设施规划 

【重点、难点】 

1.重点：文化遗产旅游社区设施规划 

2.难点：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参与机制 

【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化遗产旅游社区中的规划抉择相关理论知识 

2.案例法与启发式教学法：课堂分析“大同古长城文化遗产廊道、福建省

永定县湖客家民俗文化旅游区”等案例，引导学生体会文化遗产旅游社区规划

依据与文化遗产旅游社区设施规划 

【学习要求】 

1.复习第四、第五章相关知识，预习本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勤于思考，参与课堂互动 

3.完成课后思考题，巩固课堂所学 

【复习与思考】 

古村落旅游规划中应该注意什么？ 

【学习资源】 

1.易小力《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 

2.邢慧斌《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社区参与绩效评估理论与实践：以丽江古城

为例》 

 

五、实践教学安排 

http://www.baidu.com/link?url=l3I_Y9WKA-ZKW6oxWYRuoNbrydnHQLf4YvWpYVbNMe17KaJgRY4T6TwlU-RsL30drXbGTPg-yDaAOd2M6gtKMEvqcd1YUG2a_QPTD9cP8Rm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2%D7%D0%A1%C1%A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CF%BB%DB%B1%F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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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1. 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案例分析与探讨 

实践安排：搜集国内外经典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案例，分小组对选取的案

例进行分享与探讨，思考国外可借鉴的经验，提升对文化遗产规划的理解，加

强理论与实践联系。  

实践工具：互联网、手机、纸、笔 

实践场所：多媒体教室 

实践 2. 文化遗产线路规划 

实践安排：结合文化遗产线路规划的理论知识，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选取山西省境内文化遗产规划线路。  

实践工具：纸、笔、电脑、地图 

实践场所：教室、文化遗产旅游地 

实践 3：实地考察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 

实践安排：带领学生去往省内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运用实地观察与问卷、

访谈等调研方式了解旅游目的地在规划设计、线路规划、社区规划等方面的现

状与存在的问题，思索是否有可行性的改进策略。 

实践工具：互联网、手机、纸、笔、录音笔、摄像机 

实践场所：文化遗产旅游地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

业要求指

标点 

1 
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案

例分析与探讨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 2-1 

2 文化遗产线路规划 4 设计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3-2 

3 
实地考察文化遗产旅游

目的地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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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30 %）、平时作业（40 %）、课

堂参与（20 %），实践（10%）。 

期末考核实行考查。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基本知识：文化遗产旅游，国外的文

化遗产保护方法、我国特色的文化遗

产保护方法、文化遗产旅游道德等。

（30%-40%） 

作业、实践、课堂参与、期末考

试 

课程目标 2 

创新能力：文化遗产线路规划的方法

与策略选择、文化遗产旅游规划与城

区建设、城市发展、社区规划等。

（30%-40%） 

作业、实践、课堂表现、期末考

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素养：保护文化遗产的科学理念

和方法、保护文化遗产的思想意识。

（20%-30%） 

课堂参与、课堂表现、期末考试 

二十七、成绩评定 

     （一）评定方式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50%+期末考核×50% 

2.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中的 30 分，主要由回答问题、课堂

互动、听课状态等方面来衡量。课堂听课状态佳、能够回答出老师提出的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者可得高分。 

（2）作业：平时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40 分，每学期布置 2 次平时作业，每

次作业满分 100分，主要以客观或主观题目为主。 

（3）课堂参与：课堂参与占平时成绩中的 20 分，主要通过点名和出勤率

考察，全勤记为 20 分，缺勤一次减 5分，三次以上缺勤不能参加期末考核，课

程修读无效。 

（4）实践：实践环节占平时成绩的 10 分，主要考核依据为课堂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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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情况、讨论的参与度、提交材料的完整度等。 

3.期末成绩评定 

详见《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期末试题评分标准。 

（二）评分标准 

示例： 

序号 评价项目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课堂表现 

认真听课，积

极互动，主动

讨论，发言积

极。 

上课较认真，

互动较积极，

发 言 次 数 较

多。 

上课能作一点

笔记，互动有

一定自主性，

能够发言。 

上 课 不 太 认

真，有互动但

不多，很少发

言。 

听课很不认真，

不互动也不发

言。 

2 
作业完成

情况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全部作

业要求。书写

端正，对问题

有详细透彻的

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但对问题分析

较全面。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全

部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端正，

没有对问题进

行分析。 

作 业 内 容 完

整，独立或合

作完成作业要

求。书写较凌

乱，没有对问

题进行分析。 

作业内容不完

整，没有达到作

业要求。 

3 课堂参与 

全勤满分，有

假条请假酌情

扣分 

迟到次数超过

4 次或请假次

数超过 3次  

无 故 旷 课 1

次，有迟到和

请假次数很少 

无故旷课2次，

有迟到或请假

次数适中 

无故旷课 3次 

有迟到或请假次

数多 

4 实践 

分组课堂讨论

热烈，有自己

的 创 新 性 想

法，实践材料

提交规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较为热烈，实

践材料提交比

较完整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一般，有

提交实践材料 

分组课堂讨论

情况较差，提

交的实践材料

质量低 

未进行分组课堂

讨论，无法提交

实践材料 

八、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程教材 备注 

无教材 

 

     

九、主要参考书目 

[1]易小力.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道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2%D7%D0%A1%C1%A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CE%FD%B3%C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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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敏，王萍.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 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

有限公司，2020. 

十、课程学习建议 

  需在课余时间关注最新的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发展动态和实践案例，尤其

是家乡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在此过程中体悟课堂所学理论知

识与技能，致力于为本地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事业做出贡献。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C3%F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C6%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9000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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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习》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专业实习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课程编码 232610101D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修读学期 5 

课程类别 专业实践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2周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专业实习》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一项实践教学课程，是培养人才实践技

能的重要渠道。本课程着重培养和开发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与基本工作技能，

为学生奠定重要的专业实践基础，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通过本

课程的实践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 

1.通过专业实习，所学的课堂理论知识得到深化与转化，并掌握一定的业

务实践技能知识和理论、文献检索和学术语言表达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等。 

2.通过专业实习，运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指导实习工作，具备运用所学

专业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协

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具备熟练使用现代智

能工具的运用能力。  

3.通过专业实习，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际沟通修养，具有服务意识和

大局意识，具备较强的管理意识和合作精神，富有文化创新意识，具有高度的

责任感和较强的职业前瞻意识，具备较强的自我适应素养。 

三、实习目的 

 

课程目标 1：通过专业实习，掌握一定的专业实践技能知识和理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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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和学术语言表达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等，能够调动所学的课堂理论知识，

重组架构知识体系，具备知识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2：通过专业实习，能够运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指导实习工作，

具备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适当运用所

学调查方法进行实践，具备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协调能力和报告写作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具备熟练使用现代

智能工具的运用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专业实习，加深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坚定其文

化自信，激发弘扬与传播中华文化的热情，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际沟通合作能力。 

课程目标 4：通过专业实习，具有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具备较强的管理

意识和合作精神，富有文化创新意识，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较强的职业前瞻意

识和自律意识，树立热爱和献身所从事职业的观念，引导学生积极承担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7：团队合作 7.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7：团队合作 7.2 

四、实习内容及进度安排 

实习项目一：某某景区或参加文化活动（含实习总结）         1 周 

实习项目二：参观山西省博物院或非遗类文化馆（含实习总结） 1 周 

五、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实习表现、实习报告等。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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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专业实习知识  20% 实习表现、报告展示 

课程目标 2 专业实习能力 30% 实习表现、报告展示 

课程目标 3 专业实习能力 30% 实习表现、报告展示 

课程目标 4 专业实习素质  20% 考勤、实习表现 

六、成绩评定标准与方式 

实习成绩=出勤（10%）+实习表现（60%）+实习报告（30%） 

 

评价方式 

及所占比例 
评价内容及标准 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实施方式 

评价方式 1 

10% 

考勤  迟到一次扣5

分 不允许请假与旷

课 

课程目标3/4 
利用学习通签到记

录、算分 

评价方式 2 

60% 

实习表现  积极性、

专业性、专业素质 
课程目标1/2/3/4 

随行指导老师现场

观察实习情况打分 

评价方式 3 

30% 

实习报告  规范性、

专业性、思想性 
课程目标1/2/3/4 

随行指导老师评阅

打分 

七、实习方式与组织 

采用集中实习的方式。 

院系相关领导、专业负责人与实习单位进行对接，由学校指导教师分组带

领与联系，在实习单位有关人员指导培训下，学生认真完成实习内容，配合实

习单位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另外，成立实习安全工作组织机构，设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处理实

习期间可能出现的一切安全事件，确保实习工作顺利完成。 

八、实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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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学生的要求 

（1）通过实习，学生要了解和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学生在实习期间除应继续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学生守则，遵守

实习单位的一切规章制度和有关劳动纪律，遵守安全规程，严防发生人身和安

全事故。另外，为使学生在实习期间有章可循，现对实习实训纪律要求具体规

定如下： 

学生必须服从实习单位和指导教师的领导和安排。 

实习期间，学生必须注意安全，包括工作现场的安全和道路交通的安全。 

学生必须增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如因违

反安全操作规程而发生的事故，其后果自负。 

学生在实习期间要树立敬业爱岗的良好职业道德，做到谦虚好学，吃苦耐

劳，有礼貌，讲卫生，绝不允许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 

对在实习期间违纪的学生，指导教师可视违纪情节轻重，报经系、学校研

究批准，做出相应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还将做出停止实习的处理。 

实习期间，遵守实习单位的工作纪律，牢记安全第一，有问题第一时间与

指导老师联系。 

2.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贯彻执行学校校外实习安全工作的有关规定，贯彻“以学生为本”和

“安全第一”的原则； 

（2）对校外实习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督导； 

（3）处理学生校外实习期间的各类安全事件并及时向学校报告。实习期间，

指导老师定时与实习的学生联系，第一时间帮助学生解决实习期间的疑难问题，

还需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与适应能力，及时关怀学生，开解学生。另外，

多次强调安全问题。 

（4）实习结束后，指导老师做好实习成绩的评定工作。 

3.对实习单位和场所的要求 

保证学生的实习安全；尽量安排与专业一致或相近的工作；如遇特殊情况，

不得随意处罚学生，第一时间与指导老师和系领导联系解决。 

九、教材、参考书目及其他学习资源 

1.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ISBN 号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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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参考书目 

叶朗、向勇等. 文化产业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2～2023）：

中国文化产业新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3.其它学习资源 

http://www.stats.gov.cn/ 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s://www.mct.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 

中国文化产业网 (cnci.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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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Internship 

课程编码 232610102D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修读学期 6 

课程类别 专业实践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9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18周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毕业实习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一项重要的实践教学课程，是培养学生生产

实践、独立工作、团结协作、交流沟通、创新探究等能力的重要措施，是培养

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 

通过毕业实习，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 

1.通过毕业实习，所学的课堂理论知识得到深化与转化，并掌握丰富的业

务实践技能知识和理论、文献检索和学术语言表达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等，

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前沿信息，关注行业发展趋势。 

2.通过毕业实习，运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指导实习工作，具备运用所学

专业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协

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具备熟练使用现代智

能工具的运用能力。 

3.通过毕业实习，具备培养学生热爱劳动、认真严谨、追求卓越的工作作

风，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际沟通修养，具有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具备较

强的管理意识和合作精神，富有文化创新意识，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较强的职

业前瞻意识，具备较强的自我适应素养，实现学生到职业人的角色转变。 

 

三、实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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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结合实习所需知识，能够调动所学的课堂理论知识，掌握专

业实践技能知识和理论、信息检索和学术语言表达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等，

重组并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前沿信息，关注行业发展趋势，

了解行业就业趋势。 

课程目标 2：通过毕业实习，能够运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指导实习工作，

具备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习过程中问题的能力，能够适当运用

所学调查方法进行实践，具备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协调能力和报告写作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具备熟练使用现代

智能工具的运用能力。 并具备利用现代智能工具对实习等资料和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能力，获得学以致用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毕业实习，加深对我国优秀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

认识，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弘扬与传播中华文化的热情，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合作能力。 

课程目标 4：通过毕业实习，具有服务社会的意识，具备较强的团队合作

精神，富有文化创新意识，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较强的职业前瞻意识和自律意

识，树立热爱和献身所从事职业的观念，引导学生积极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任务。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4.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7：团队合作 7.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7：团队合作 7.2 

四、实习内容及进度安排 

实习项目一：  

了解实习单位基本情况          1 周 

考察实习单位人员组织结构      2 周 

考察实习单位的宣传推广计划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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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实习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   4 周 

考察实习单位的业务范围       4 周 

考察实习单位的竞争环境       4 周 

实习总结                     1 周 

五、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期末考核。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实习表现、实习报告、考试等。 

期末末考核采用考查考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专业实习知识  20% 实习表现、报告展示 

课程目标 2 专业实习能力  30% 实习表现、报告展示、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 专业实习能力  30% 实习表现、报告展示、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 专业实习素质  20% 考勤、实习表现 

六、成绩评定标准与方式 

实习成绩=出勤（10%）+实习表现（50%）+实习报告（20%）+考试（20%） 

 

评价方式 

及所占比例 
评价内容及标准 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实施方式 

评价方式 1 

10% 

考勤  迟到一次扣5

分 不允许请假与旷

课 

课程目标3/4 
利用学习通签到记

录、算分 

评价方式 2 

50% 

实习表现  积极性、

专业性、专业素质 
课程目标1/2/3/4 

随行指导老师现场

观察实习情况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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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 3 

20% 

实习报告  规范性、

专业性、思想性 
课程目标1/2/3/4 

随行指导老师评阅

打分 

评价方式 4 

20% 

实习汇报  流畅性 

感悟深刻性 
课程目标1/2/3/4 

指导老师参加实习

答辩并打分 

七、实习方式与组织 

采用集中实习的方式。 

院系相关领导、专业负责人与实习单位进行对接，由学校指导教师分组带

领与联系，在实习单位有关人员指导培训下，学生认真完成实习内容，配合实

习单位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另外，成立实习安全工作组织机构，设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处理实

习期间可能出现的一切安全事件，确保实习工作顺利完成。 

八、实习要求 

1.对学生的要求 

（1）通过实习，学生要了解和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2）学生在实习期间除应继续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学生守则，遵守

实习单位的一切规章制度和有关劳动纪律，遵守安全规程，严防发生人身和安

全事故。另外，为使学生在实习期间有章可循，现对实习实训纪律要求具体规

定如下： 

学生必须服从实习单位和指导教师的领导和安排。 

实习期间，学生必须注意安全，包括工作现场的安全和道路交通的安全。 

学生必须增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如因违

反安全操作规程而发生的事故，其后果自负。 

学生在实习期间要树立敬业爱岗的良好职业道德，做到谦虚好学，吃苦耐

劳，有礼貌，讲卫生，绝不允许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 

对在实习期间违纪的学生，指导教师可视违纪情节轻重，报经系、学校研

究批准，做出相应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还将做出停止实习的处理。 

实习期间，遵守实习单位的工作纪律，牢记安全第一，有问题第一时间与

指导老师联系。 



 

 446 

2.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贯彻执行学校校外实习安全工作的有关规定，贯彻“以学生为本”和

“安全第一”的原则； 

（2）对校外实习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督导； 

（3）处理学生校外实习期间的各类安全事件并及时向学校报告。实习期间，

指导老师定时与实习的学生联系，第一时间帮助学生解决实习期间的疑难问题，

还需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与适应能力，及时关怀学生，开解学生。另外，

多次强调安全问题。 

（4）实习结束后，指导老师做好实习成绩的评定工作。 

3.对实习单位和场所的要求 

保证学生的实习安全；尽量安排与专业一致或相近的工作；如遇特殊情况，

不得随意处罚学生，第一时间与指导老师和系领导联系解决。 

九、教材、参考书目及其他学习资源 

1.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ISBN 号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无      

2.主要参考书目 

 叶朗、向勇等. 文化产业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2～2023）：

中国文化产业新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3.其它学习资源 

http://www.stats.gov.cn/ 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s://www.mct.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 

中国文化产业网 (cnci.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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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调研》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调研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课程编码 232610103D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修读学期 7 

课程类别 专业实践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周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调研》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一门专业实践课程，是建

立在文化产业管理理论知识和调查方法基础上的课程，是强化学生的调查研究

能力和专业综合能力的课程，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通过本课程

的实践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能，并能够很好地运用于

实践操作。 

2.引导学生完成从选择调查内容、设计调查指标、开展实地调查、分析和

总结调查资料的全过程，提升实践、写作、信息整合和科学研究等能力。 

3.通过调查，引导学生认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与未来趋势，树

立保护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意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

高度的责任感和较强的职业前瞻意识。 

三、实习目的 

课程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文化产业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方

法，掌握文化产业调查研究的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并很好地运用文献检索和学

术语言表达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等进行实践调研，掌握文化产业调查研究创

新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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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独立完成从调查内容选择、调

查指标设计、开展实地调查、分析和总结调查资料的全过程，具有现代创新精

神，能够发现、辨析、评价文化产业调查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 

    课程目标 3：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具备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调查研究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信息整

合、报告写作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具备熟练使用现代智能工

具的运用能力，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等能力，具备良好的终身学习意识、自主

学习能力。  

课程目标 4：掌握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与未来趋势，树立保护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意识，坚定其文化自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际沟通修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较强的职业前

瞻意识，树立积极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务的意识。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9：持续发展 9.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9：持续发展 9.2 

四、实习内容及进度安排 

文化产业调查方法的学习和调研前的资料和设备准备   1 周 

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调研              2 周 

撰写调研报告与制作 PPT 并汇报      1 周 

五、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调研表现、调研报告、调研汇报等。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450 

课程目标 1 专业实习知识  20% 调研报告、调研汇报 

课程目标 2 专业实习能力  30% 调研报告、调研汇报 

课程目标 3 专业实习能力  30% 调研表现、调研汇报 

课程目标 4 专业实习素质  20% 调研表现、调研汇报 

六、成绩评定标准与方式 

总成绩=调研表现（20%）+调研报告（60%）+调研汇报（20%） 

 

评价方式 

及所占比例 
评价内容及标准 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实施方式 

评价方式 1 

20% 

调研表现 积极性、主

动性 
课程目标3/4 

利用学习通监测并

打分 

评价方式 2 

60% 

调研报告  规范性、

专业性、思想性 
课程目标1/2/3/4 指导老师评阅打分 

评价方式 3 

20% 

调研汇报 流畅性 

收获深刻性 
课程目标1/2/3/4 

指导老师参加汇报

并打分 

七、调研方式与组织 

采用分散调研的方式。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指导老师的引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课程调研。 

另外，成立调研安全工作组织机构，设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处理学

生调研期间可能出现的一切安全事件，确保调研顺利完成。 

八、调研要求 

1.对学生的要求 

（1）调研前，查阅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文字资料，做好整理工作，写

好调研提纲，并准备好调研工具，如相机、录音笔、U盘、硬盘等。 

（2）调研中，要充分利用调研方法和调研工具，获取一手文化产业发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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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数据；另外，特别要注意，严格遵守安全规程，牢记安全第一，严防发生

人身和安全事故，学生在调研期间要做到谦虚好学、吃苦耐劳，有礼貌、讲卫

生，绝不允许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有问题第一时间与指导老师或班主任联

系。 

（3）调研结束后，完成调研报告的撰写与汇报 PPT。 

2.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从选择调查内容、设计调查指标、开展实地调查、分析和总结调查资

料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过程指导。 

（2）对校外调研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督导，贯彻“以学生为本”和“安

全第一”的原则。 

（3）调研期间，指导老师定时与学生联系，第一时间帮助学生解决调研期

间的疑难问题，还需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与适应能力，及时关怀学生，

开解学生。 

（4）调研结束后，指导老师做好调研成绩的评定工作。 

3.对调研单位和场所的要求 

  要求学生到正规的企事业单位调研，保证安全。 

九、教材、参考书目及其他学习资源 

1.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ISBN 号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无      

2.主要参考书目 

[1]江立华，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精编本(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20. 

[2]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王晨，王媛.文化遗产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3.其它学习资源 

http://www.stats.gov.cn/ 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s://www.mct.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 

中国文化产业网 (cnci.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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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项目管理实训》课程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文化项目管理实训   Cultural Project Management Practical Training 

课程编码 232610104D 适用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先修课程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修读学期 8 

课程类别 专业实践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课程学时 4周 

执笔人 梁润萍 审核人 钱永平 

二、课程简介 

《文化项目管理实训》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一门专业实践课程，是强化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专业综合能力的课程，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通过

本课程的实践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文化项目管理实训的操作流程，并能够很好地

运用于实践操作。 

2.引导学生完成文化项目管理实训的部操作流程全过程，提升学生的文化

管理、团队合作、写作、信息整合等能力。 

3.通过实训，认识我国文化项目管理的特点与特殊性，具备良好的心理素

质和人际沟通修养，具备较强的管理意识、合作精神、创新精神，具有高度的

责任感和较强的职业前瞻意识，以及具备较强的自我适应素养。 

三、实习目的 

课程目标 1：通过实训，掌握文化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实训的操作

流程，掌握计算机网络等知识，能够很好地运用于实践操作，具备文化项目管

理实训相关信息资料处理的能力。 

课程目标 2：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具备独立获取文化项目管理实

训文献、查阅文化项目管理实训信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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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合作完成文化项目管理实训的部操作流程全过程，具备运用

所学专业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文化管理能力、文化

管理创新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信息整合、报告写作能力等，熟练

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具备熟练使用现代智能工具的运用能力，具备良好

的终身学习意识、自主学习能力。  

课程目标 4：通过实训，认识我国文化项目管理的特点与特殊性，树立科

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较强的管理意识、合作精神、团队精神和

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文化创新观。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较强的职业前瞻意识，

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人际沟通修养和较强的自我适应素养，树立积极承担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务的意识。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5：信息素养 5.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5：信息素养 5.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9：持续发展 9.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9：持续发展 9.2 

四、实习内容及进度安排 

1.演艺产业项目的营销与管理  设定具体目标，分析目标营销与管理的综

合因素，设计出有创意、新颖的营销与管理方案   1 周 

2.文创产品的营销与管理   选定具体目标，分析目标营销与管理的综合

因素，形成完整的管理策划案                   1 周 

3.影视产业项目风险管理  设定具体目标，组织并策划目标如何将风险降

到最小，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1 周 

4.完善实训原始记录和撰写实训报告         1周 

五、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过程性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实训表现、操作、实训报告、原始记录。 

（二）考核方式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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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专业实习知识  20% 操作、实训报告 

课程目标 2 专业实习能力 30% 操作、实训报告 

课程目标 3 专业实习能力 30% 实训报告、原始记录 

课程目标 4 专业实习素质  20% 实训表现、实训报告 

六、成绩评定标准与方式 

总成绩=实训表现（10%）+操作（50%）+实训报告（30%）+原始记录（10%） 

评价方式 

及所占比例 
评价内容及标准 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实施方式 

评价方式 1 

10% 

实训表现  积极性、

参与性 
课程目标3 

利用学习通提问、互动，

并打分 

评价方式 2 

50% 

操作  积极性、流畅

性、专业性 
课程目标1/2/3/4 指导老师现场打分 

评价方式 3 

30% 

实训报告  规范性、

专业性、思想性 
课程目标1/2/3/4 指导老师评阅打分 

评价方式 4 

10% 

原始记录  认真性、

反思性 
课程目标1/2/3/4 指导老师评阅打分 

七、实训方式与组织 

采用全班分组实训的方式。 

在模拟微型会议室，利用多媒体和笔记本电脑展开实训，具体采用情景案

例教学方法、模拟仿真教学方法等实训方式进行，弹性空间比较大，实际掌握

有一定难度。 

八、实训要求 

1.对学生的要求 

（1）实训前，熟悉实训内容——演艺产业项目的营销与管理、文创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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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与管理、影视产业项目风险管理——操作流程。 

（2）实训中，要积极配合小组完成操作过程，认真领悟，勤于思考，勇于

创新，并认真做好原始记录，有问题第一时间向指导老师反映。 

（3）实训结束后，完善好原始记录于完成实训报告的撰写。 

2.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提前讲解实训流程，讲解实训室章程。 

（2）对于实训过程进行全方位指导。 

（3）实训结束后，指导老师做好实训成绩的评定工作。 

3.对实训单位和场所的要求 

  遵守实训章程，爱护实训室的设备。 

九、教材、参考书目及其他学习资源 

1.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ISBN 号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无      

2.主要参考书目 

[1]张胜冰.文化产业管理案例教程.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2]邱宛华等.现代文化产业项目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 王永章.中国文化产业典型案例选编. 京：北京出版社，2003. 

[4] [加]费朗索瓦·科尔伯特著，高福进等译.文化产业营销与管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 [加]德博拉·S.帕茨.制片 101：影视项目管理和统筹入门（第 2版）.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3.其它学习资源 

     文化项目管理实训操作盘以及视频。 

  

book://sshtm.ssreader.com/html/pages/showbook.asp?ssid=1122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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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课程编码 232610105D 考试方式 考查 

学分 6 学时数 12周 

授课对象 文化产业管理 

开课院系 文化产业 

大纲执笔人 梁润萍 大纲审阅人 钱永平 

审定日期  2023 年 8 月 28 日 

 

二、毕业论文（设计）简介（目的与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在校期间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综合

性教学实践环节，即全面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合格人才的必经环节。 

1.要求获取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巩固、充实和提高学生大学

期间的专业知识。 

2.要求独立展开调查、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数据处理、整合信息，综合

运用大学学习期间的所学理论知识，联系解决实际问题，具备文献检索与信息

整合能力，独立分析和解决文化产业及管理实际存在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与

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3.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设计能力，培养学生务实严谨的科研作风，提升专业素养。 

三、毕业论文（设计）目标与毕业要求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 1：获取撰写毕业论文所需要的各类专业知识。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 2：运用完成毕业论文所需要的学科专业知识，活

用创新思维完成毕业论文，具备创新能力和研发设计能力。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 3：具备完成毕业论文所需的独立调查、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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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理、信息处理等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等软件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

文献检索与信息整合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较强的文字

表达能力以及人际交往与沟通的能力，为以后工作做好准备。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 4：完成毕业论文的过程是对大学四年学业成绩的

一个全面思考与考验的过程，激发学生对学校和老师的感恩情怀，培养学生正

确的情感价值观和务实严谨的科研作风，诚实守信，具备较强的抗挫折的心理

品性、自律意识，提升学生的学术与科研素养，为以后工作打下良好的专业素

质和心理素质基础。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对毕业

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1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 1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2.2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 2 

毕业要求 9：持续发展 9.1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 3 

毕业要求 9：持续发展 9.2 毕业论文（设计）目标 4 

 

四、毕业论文（设计）内容与方式 

1.标题，简明扼要，符合专业要求，符合实践要求，字数不超过 20 个字。 

2.摘要，概要论述选题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论，200-300字。 

3.关键词，全文关键词，3-5个。 

4.引言，说明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创新点等。 

5.正文，不少于三章，字数不少于 6000 字。 

6.结语，收束全文，概括论点。 

7.注释，需要说明的概念、观点或引用情况。 

8.参考文献，写作过程中参考的文献资料。 

9.附录，支撑论文的表格、记录、图片、调查报告等不适合放入正文的内

容。 

10.致谢。 

论文格式参照《文化产业系毕业论文（设计）格式规范（2023年版）》 

五、毕业论文（设计）时间安排 

1.9月底前，指导教师命题和学生自命题。 

2.10月底前，学生选题，确定指导老师。 

3.11月底前，组织举行开题论证会，完成开题，下达毕业论文（设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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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书。 

4.12月底前，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及指导老师等情况录入教务管理系统。 

5.3月底前，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初稿。 

6.4月上旬，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 

7.4月底前，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定稿。 

8.5月上旬，毕业论文（设计）查重检测。 

9.5月中旬，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10.5月底前，毕业论文（设计）成绩录入系统，纸质版打印装订归档。 

六、考核方法与成绩评定 

最终评定成绩=指导教师评定成绩 30%+评阅教师评定成绩 20%+答辩评定成绩

50% 

 
课程成绩构

成及比例 
考核环节 

目标

分值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的毕业论

文（设计）目标 

选题意义

20% 

指导老师、

评阅人、答

辩小组评分 

 

20 

按 百

分 制

打分 

题目设计合理程度，与本专业培养目

标和毕业要求的契合程度； 选题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程度；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状的

归纳、总结情况； 毕业设计作品风格与形

式语言方面具有一定的新颖之处。  

毕业论文（设

计）目标 1、毕

业论文（设计）

目标 2、毕业论

文（设计）目标

3 

 

 

 

研究方法

10% 

指导老师、

评阅人、答

辩小组评分 

10 

按 百

分 制

打分 

研究设计合理、任务明确；研究方法

运用得当、资料收集与分析科学、准确； 

毕业论文（设

计）目标 1、毕

业论文（设计）

目标 2、毕业论

文（设计）目标

3 

 

逻辑构建

20% 指导老师、

评阅人、答

辩小组评分 

20 

按 百

分 制

打分 

论文核心模块完备，各篇章结构完整

合理，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详略得当，

重点突出。论文体例与研究选题相匹配； 

对论文的主题及相关素材有系统的分析，

能形成合适的方案； 论点表述明确，研究

过程描述清晰，文字表达与文体协调，概

念与理论表达准确，论述严谨，条理清晰 

毕业论文（设

计）目标 2、毕

业论文（设计）

目标 3、毕业论

文（设计）目标

4 

 

 

 

指导老师、

评阅人、答

辩小组评分 

15 

按 百

分 制

专业知识扎实，核心概念明确，有理

论基础，有问题意识，体现出一定的思辨

能力和初步的创新能力； 基本掌握文献检

毕业论文（设

计）目标 2、毕

业论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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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

15% 

打分 索方法，具有一定的查阅、整理、分析中

外文献资料的能力； 毕业设计作品应体现

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要求的技能，作品

应反映出作者对专业基本理论、方法和技

术手段能够熟练掌握。 

目标 3、毕业论

文（设计）目标

4 

 

 

学术规范

20% 
指导老师、

评阅人、答

辩小组评分 

20 

按 百

分 制

打分 

引文、图标、数据及书写格式等的规

范性，学风的严谨性； 论文语言表达的准

确性、流畅性； 坚持正确方向，体现出追

求真理、努力创新的使命担当意识，严格

遵守科研诚信规则，承认和尊重他人科研

成果； 毕业设计与相关工程规范的符合程

度，体现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毕业论文（设

计）目标 2、毕

业论文（设计）

目标 3、毕业论

文（设计）目标

4 

 

 

答辩表现

15% 

指导老师、

评阅人、答

辩小组评分 

15 

按 百

分 制

打分 

 能够清晰流畅表述论文主要内容、使

用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当场回

答答辩老师提出的问题；生态自然，语言

简洁，用词准确。 

毕业论文（设

计）目标 2、毕

业论文（设计）

目标 3、毕业论

文（设计）目标

4 

   

七、教学参考资源 

1.参考书目 

[1]李武,毛远逸,肖东发.学位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第二版) . 北京：北

京 

大学出版社.2020. 

[2]李振华.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第 2版）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 

[3]万树，曾宪影编.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实训.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2.与课程相关主要网站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https://www.wanfangdata.com.cn/ 

维普网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