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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论语》研读学分课程招生啦！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立 项 号：22069303008】 

 

 

 

 

 

 

 

 

 

 

【课程目标】 

《论语》这部经典对中华传统优秀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提及《论

语》一书，国内的学习者对于孔子的一些经典语句甚至耳熟能详，但是“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论语之所

以为“语”，正因该书绝非是孔子一人之独白，而是孔子和弟子对话交流的现场实录。孔子在不同的场景下，

面对不同的弟子，会有不同的言说方式。正是得益于这些差异化的对话场景和与谈对象，今人才得以从不同

的角度窥见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面貌，这是要认识的重要一点。 

走马观花地阅读《论语》，停留于碎片化的语言表面，难以全面且深刻地体会这部经典的智慧。学习《论

语》究竟是为了什么？于己而言，通过品读古圣的思想智慧和人生境界，能更好地指导学习者如何为人处

事、为学立业；往大处言，通过《论语》这部儒家经典，学习者能体会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优秀思想基因。

经典是船锚，在浮躁的生活世界中，它们能够帮助我们锚定立身处事的根基，有助于我们参透生活、认识自

己、汲取经典的力量，从而德业精进。孔子和《论语》是活生生的。对话孔子、倾听孔门师生的问答，在传

统文化中的君子人格和道德力量的指引下，学生能够更好地沉淀自己，教师也能够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

标。 

《孟子·万章句下》有“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说法，研读《论语》这部经典，需理解

孔子生平和其所处时代。所以该课程从孔子生平切入，用真实而丰满的孔子形象，引导学生走进孔子的时

代，了解他无论穷达皆不失理想，而是以德润身、敏而好学、提倡仁爱，增进大家对孔子的了解。孔子及其

思想，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并生根发芽直至枝繁叶茂，不仅树立了道德和仁爱的标识，更催生出了后世历



 

 2 

史中无数位刚毅果敢、兼济天下、舍身取义的儒者。这门课旨在引导学习者走进传统文化，领悟传统智慧，

提高道德判断力，增强文化自信。 

清华教授与您一起深入体悟《论语》和儒家思想的独特魅力，展开对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思考，体

会孔子是如何通过“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内在自信和自足去应对现实的不确定性。让“德不孤，必有邻”

的道德信仰启迪当下，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思想振奋精神，使学习者成为一名具备广博

学识和健全人格的智慧之人，从而成就更好的人生。 

【课程介绍】 

“《论语》研读”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推出的单门继续教育学分课程，依托清华大学资源，参照清华在

校生培养标准，精心设置教学内容及参考书目，由清华大学在校博士生担任助教，以学分作为衡量学习成果

的基本方式，将线上课堂、讨论、读书会与线下实地研学有机结合，实现全程师生互动，确保教学深入有效

开展。 

本课程以孔子生平和《论语》及儒家思想为线索，精心设置专题授课内容。通过线上授课、阅读经典

与师生互动等方式，依次深入地走进孔子的生活世界和孔子的经典世界，培养学习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亲近

感，增强其对于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整体性认识。多角度展现《论语》中蕴含的思想魅力和人格品质，引

导学习者摆脱对于《论语》和儒家思想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和标签化理解，感悟《论语》中潜藏的内在结构

性、整体性、贯通性。 

课程教学目标： 

➢ 学习者在完成全部课程内容后，能够对《论语》有更深刻的了解与感悟，把握思想产生的现实语境和历

史土壤，提升自己的理解力和道德素养； 

➢ 能够较为细致地对经典书籍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老师推荐的相关参考书籍和课程作业，提高阅读与写

作水平； 

➢ 能够对儒家文化与中华文明的特点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与体察，拓宽思考与判断的视野。 

【课程大纲】 

第一讲 孔子的生平 

介绍孔子的生平经历 

阐释孔子对中华文化的意义 

第二讲 孔子的经典世界 

介绍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第三讲 《论语》与儒家思想（一） 

从学、孝等方面介绍儒家 

第四讲 《论语》与儒家思想（二） 

介绍仁与礼的基本含义 

第五讲 《论语》与儒家思想（三） 

介绍孔子对于君子与人格修养的论述 

第六讲 《论语》与儒家思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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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孔子的政治思想 

第七讲 孔子的生活世界 

透过《论语·乡党》的讲读，介绍孔子的衣食住行 

第八讲 孔子的弟子及后学 

介绍《论语》中的孔子弟子形象以及孔门后学情况 

【部分参考书】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先秦儒学讲稿》（三联书店） 

《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注：授课内容安排及讲义如遇调整，以实际为准。 

【任课教师】 

 

 

 

 

赵金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课程安排】 

➢ 报名时间：2022年 7月 20 日起 

➢ 授课时间：2022年 9月 10日—2022年 11月 26日 (注：时间如遇调整，以实际通知为准。) 

➢ 授课方式：线上直播课+线上讨论（如疫情好转，会安排 1-2次线下课程，并同时在线直播） 

➢ 助教安排：清华大学在读学生参与辅助教学、互动交流、答疑等。 

➢ 课堂教学：课堂教学 32学时（合计 2个继续教育学分），互动式教学 12学时。 

➢ 课外学习：学习者需在课前或课后投入一定时间用于阅读讲义、了解参考资料、与教师及助教交流互

动、完成课后作业及撰写论文等。 

【考核要求】 

➢ 课上考勤 20%：每次课考勤，不得超过 3次请假或旷课，否则不予结业。 

➢ 平时作业 30%：每位同学根据教师要求提交 2 次课堂作业，1 次 10 分。作业以文件形式在规定时间内

发送至指定的教学邮箱，由教师进行评分。 

➢ 期末考试 50%：课程论文形式，题目自拟，3000--5000 字左右，由教师进行评分。课程论文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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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人参加汇报答辩，教师提问抽检。 

【招生对象】 

社会各界传统文化爱好者、文史学科师生。（本课程与本科招生无关） 

【报名方式】 

1、移动端扫二维码进行注册报名。 

 

 

 

 

 

 

2、PC端报名登录地址: 

http://ying-web.campcenter.cn/02734bcc7632498ba23ab645d2ef1a73 

【学习费用】 

学习费用：4900元/人，（包含课程费、教务管理费、证书费等，不含参考书和食宿交通费用）。发票由

清华大学开具《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本课程开课后不予退费。 

【缴费方式】 

1、汇款支付： 

收款单位：清华大学  

帐 号：0200004509089131550  

开 户 行：工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附言/用途：请在附言栏中注明“22069303008+学员姓名” 

2、扫码支付： 

  注:  请支付时务必在备注栏填写学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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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颁发】 

完成全部学习任务，经考核符合条件的，由清华大学终身教育处统一颁发人文学院主办的“《论语》

研读”证书，加盖“清华大学继续教育证书专用章”，另附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分课程成绩单。可登录清

华大学继续教育与认证网站进行课程证书查询，网址：

http://thtm.tsinghua.edu.cn/cms/zscx/index.htm 

 

 

 

 

【详情咨询】 

地址：清华大学人文楼 314室   

电话：010-62799663 

邮箱：gaolu@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保留对课程信息（包括价格、日期、地点、课程安排、师资及其他细节等）进行调整的权利。 

 

撰稿：高路、祁正涵 

校对：何春苗 

审核：蔡文鹏 

http://thtm.tsinghua.edu.cn/cms/zscx/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