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属学院:外国语学研

课程名称：西方文明史

课程类型：混合式教学课程目标类别 BEⅢ

章节名称：Chapter 7 Italian Reneissance

案例名称：融汇中西，对话古今--《意大利文艺复兴》

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一）课程基本信息

本课程为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基础课程，修读对象为专业一年级学生，先修

课程包括《综合商务英语（一）》、《商务英语视听说（一）》、《商务英语阅

读（一）》、《口语-语音与交际》。

（二）课程目标

1. 课程总体教学目标

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熟悉西方文明的演变，从宏观上把握西方文

明的发展脉络，探索其发展规律，学会用历史的思维认识世界。使学生了解西方

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一定的人文、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掌握主要西方国

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等相关文化知识。以英语为工具语言，能通

过纸媒、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能运用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所学知识，并

梳理西方文明史相关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具有更新知识和自我完善的学习习惯。

2. 分类学习目标



（三）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教学内容为西方文明从史前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社会、文化、艺

术等总概况，旨在使学生掌握西方文明的起源，发展等基础性的知识并能对此有

批判性的认识。教学时长为 32 课时，结合实际情况将全书 15 个章节进行重组合

并，包括：史前文明，古希腊与古罗马，古典世界转变，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欧

洲帝国与宗教改革，近代欧洲，世界大战。

（四）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知识目标

了解西方社会的文明起源，东方文明如何影响西方文

明发展，掌握英语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传统

等相关文化知识。

能力目标

具备对比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发展路径，分析社会主

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差异本质的能力。

素质目标

通过理论知识点和案例的学习，树立正确的文化态度，

能够站在更广阔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具备国际视野。

思政元素 教学方法 教学成效

陶文化对比：美索不达

米亚 VS.马家窑

任务驱动：课前收集美索不达

米亚陶文化资料和中国马家窑

陶文化特色材料

课堂讨论：分享个人发现及见

解

通过对比同一时期下

两地陶文化成就，加深对

华夏陶瓷文明发展的了

解，提升学生民族文化认

同感，建立文化自信。



二、课程第七章节教学展示

（一）教学目标

本章总体教学目标是掌握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艺术，和思想形态

的发展特点，培养分析、比对东西方人文思想经典的思辨能力，能全面了解西方

外交政策对比：人类命

运共同体 vs.修昔底德

陷阱

课堂启发式提问：修昔底德如

何评价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内

战？

小组讨论：当今西方国家外交

政策如何体现修昔底德陷阱。

我国外交的方针政策。

通过案例分析，了解

我国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

的差异，培养当代大学生

爱国情怀及使命感。

思想体系对比：当苏格

拉底遇上孔夫子

任务驱动（课前）：总结雅典

学派核心思想、搜集我国儒家

学说发展史。

课堂讨论：分析苏格拉底思想

与儒家思想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通过中西思想体

系对比，分析现代社会中

西方政治体制差异的成

因，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对我国现代化发展的

重要影响。

人文主义精神

案例分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如何从“神本位”转为“人

本位”

直观式教学：艺术作品欣赏（照

片、视频）

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

术作品欣赏，培养学生对

艺术的审美认知力和跨文

化的思辨能力。



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精髓所在，引导学生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增强文化自信，

厚植爱国情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教学内容

本章承接上一章节中世纪蛮族社会发展内容，进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

习。主要教学内容包含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状况，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及文

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意识发展特征。同时加以教材以外的案例材料，结合教学点进

行思辨能力拓展。

（三）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教学过程 渠道 思政资源 教学活动思政点

课前 线上
话题讨论：三大宗教价值观

对比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

治意识形态与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对比思考

课中 线下 教材内容结合文艺复兴时期

社会，文化，思想形态的外

部资源案例分析

1. 西方文明对东方文

明以及我国社会文化的

影响；

2. 意大利文艺复兴文

化的“黑暗面”反思；

3. 相较于文艺复兴文

化的“黑暗面”，我国

国家制度、社会文化、



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课后 线上 学习通 app：BBC 文化纪录片

《文艺复兴》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社

会文化与我国社会文

化、国家制度的对比分

析

（四）案例导入

案例 1：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元朝时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来到周游列国，在中国逗留

期间把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彼时中国与欧洲地区相比，优势在哪里？

案例 2：圣母形象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特点是现实与人文，在艺术技法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以写实传真为首务，开创了基于科学理论和实际考察的表现技法，文艺复兴所有

的创作大都围绕着现实与人文的主题。请分析以下 7幅油画中圣母形象的变化如

何体现现实与人文主题？

（五）教学过程

课程坚持贯彻“寓语言教学于文化教学之中”方略，采用双语教学，即主体

采用中文授课，部分内容采用英语教学。学生在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营造英语

输入环境，促成文化与语言的有效融合，达成“文化+外语”目标。教学过程交



替采用“讲授（探究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和“小组合作与讨论式教学

法”。

1. 课前预习

预习课文 Italian Reneissance并完成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神的形象，

教徒范围，教义核心及世界结局四个维度的横向比较并拍照上传。

2. 课中学习

 Step1：Preview check

The comparison in three religions

检查学生课前预习情况，了解三大宗教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对比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政治意识形态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Step2：Lead-in：Case study (思政元素融入案例）

总体介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性质，强调是一个时代过渡期，非狭义内涵的

历史事件，并阐述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推动作用。通过案例对比历史同期我国文明

成就，培养文化自信。

案例 1: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案例 1中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例，讲述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人眼中的中

国面貌，作者通过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

巨大的商业城市，不错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由此引出东方文明一

直对西方文明发展起到启迪和推动作用。

 Step3：lecture and discussion（思政元素融入主题拓展）

主题讲授过程穿插思政元素。经过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基督文明完整发展

下来，影响了欧洲蛮族社会的方方面面，“神本位”思想已无法匹配社会的发展

速度，意大利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成为欧中中心，是解放思想的前沿阵地。通



过宗教主题的油画赏析，理解“人文主义”核心思想如何通过艺术作品体现。观

看视频《米开朗琪罗》，从宏观角度提出以下问题：（1）米开朗琪罗三大经典

作品是什么？（2）如何理解“人文主义”与教会的关系？

图 5.1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圣母形象演变

图 5.2 米开朗琪罗视频

 Step4：反思和总结（思政元素融入课文主题）

作品赏析后，启发学生思考：（1）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黑暗面”是什么？

（2）当代大学生如何辩证认识我国国家制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3. 课后知识巩固（作业）：

学习通上观看 BBC 文化纪录片《文艺复兴》，完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社会

文化与我国社会文化、国家制度的对比分析小作文。

（六）思政点睛



通过本章《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了解到西方现代化的发

展进程，了解到历史事件产生的必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让学生从哲学的角

度进行思考和辩论，与现代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在现代欧洲社会政治体系、经济

结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然后追根溯源地分析这些变化

产生的原因以及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式。通过比较中西文化，让学生对中华文化

的优势有更清晰深刻的认识，强化他们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通过中西文化对

比，提升文化自信。

（外国语学院 西方文明史 陈若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