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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教师 机构 职称 限选人数 

1 中国古代史 李鸿宾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100 

2 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 艾跃进 南开大学 教授 100 

3 世界建筑史 陈仲丹 南京大学 教授 100 

4 中华诗词之美 叶嘉莹 南开大学 教授 100 

5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彭林 清华大学 教授 100 

6 个人理财规划 张学谦 浙江大学 教授 100 

7 社会心理学 李强等 南开大学 教授 100 

8 心理、行为与文化 尚会鹏 北京大学 教授 100 

9 音乐鉴赏 周海宏 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 100 

10 考古发现与探索 高蒙河 复旦大学 教授 100 

 合计    1000 

 

  



 

1．中国古代史 

课程简介：本课程从人类社会的起源谈起，历数夏、商、周国家的建立，春秋战

国的动荡，梳理秦汉、三国、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朝代的更替，深入浅出地描

绘了各朝各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让学生对中国的过去有一个全貌式的

了解。 

教师简介：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2．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实际应用性和参与体验性为主要特色，通过基本理论和实际

技巧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社交礼仪的基本常识，提高学生的实际社交能力以及语

言表达能力，从而在不同的交际环境和生活场景中都能够成功与人交流沟通并展

现自我，提升自身修养、人格魅力和文化内涵。 

教师简介：艾跃进，南开大学，教授。 

 

3．世界建筑史 

课程简介：人类从远古时期的凿洞而居，到今天的万丈高楼，期间经历了难以描

述的艰辛与努力。一座伟大的建筑，容纳了人类物理力学的丰厚底蕴，彰显了人

类手工业制造者的巧夺天工，承载了人类开拓创新的勇气与决心。每一座建筑背

后都有一个动听的故事，每一座建筑的年轮都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每一

座建筑的脚步都烙印了人类文明的辉煌。本课程介绍了世界著名建筑的历史发展

进程，带领学生探寻神州城苑、东方灵光、地中海明珠等世界建筑遗产。 

教师简介：陈仲丹，南京大学，教授。 
 

4．中华诗词之美 

课程简介：中华诗词滥觞于先秦，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

艺术，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严格的格律韵脚、凝练的语言、

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是中华诗词美之所在。诗词也是中华数

千年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 

教师简介：叶嘉莹，南开大学，教授。 

 

5．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课程简介：曾经在华夏大地上盛极一时的“中华礼仪”一度被人们忽略和淡忘，

而在现代社会极力推崇西方社交礼仪的时候，彭林老师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课程无疑是对当下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知识教导缺失的弥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一

个民族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关系，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有何魅力，尽在本课中。 

教师简介：彭林，清华大学，教授。 

 

6．个人理财规划 

课程简介：本课程在中国宏观调控的视野下，系统介绍银行、债卷、股票等理财

元素，分析个人理财的影响因素，了解个人理财规划师的概况和个人理财方案的

制作流程，旨在使学生学会分配与投资的有效方法，树立正确的心态和独立思考

的能力。 

教师简介：张学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柴效武，浙江大学，教授。 

 

7．社会心理学 

课程简介：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本课程

主要介绍了社会态度、社会心理学的历史理论、社会化、群体心理、社会的角色、

人际关系、自我意识和社会影响等内容。 

教师简介：李强，南开大学，教授；管健，南开大学,副教授；乐国安，南开大

学，教授；汪新建，南开大学，教授；周一骑，南开大学，教授。 

 

8．心理、行为与文化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美国心理人类学家Francis L．k．Hsu 的理论为重点，介绍

社会人类学中心理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吸收跨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成果，将不

同文化模式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相比较，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人们行为背后

的法则。 

教师简介：尚会鹏，北京大学，教授。 

 

9．音乐鉴赏 

课程简介：音乐能为人生增色添彩，没有音乐的人生是遗憾的人生。本课程用优

美音乐打开你的耳朵，并从音乐表现的机制、阐释的权力、音乐欣赏的方式与层

次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学生把握音乐所表现的寓意，提升音乐修养。 

教师简介：周海宏，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10．考古发现与探索 

课程简介：探索人类的起源，揭示文明的谜题，是考古学带给每个人的最大诱惑。

本课程将告诉你考古之旅的必要装备，涵盖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现

状及发展，并带你一窥中外考古文物的辉煌，领略原汁原味的上古历史。 

教师简介：高蒙河，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