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化素质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 佛学基础 课程归属 人文科学类

主讲老师 赵炳林 职称 副教授

周学时 3 学分 2 容量 100

上课校区及时间 校本部-周五晚;白云校区-周四晚;

主 讲 老 师
简介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毕业，专业为中国古代史，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和岭南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先后开过中国民族问题和中国传统文
化系列课程（《心经》讲座、《坛经》讲座、《孝经》讲座、《了凡四训》讲座）等公选课课程。
为研究生开设过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政策史、中国南方民族宗教史等课程，为本科生
开设过中国古代史、民族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课程。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南民
族大学学报》、《历史教学》、《文化中国》等国内外刊物和论文集上发表三十余篇学术论
文，出版专著一部，参著一部，参与省部级项目一项、厅级项目一项、主持校级项目两
项。

课程概述

  《佛学基础》是近两年我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公选课程，主要讲授佛学的主要术
语概念、佛教历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建筑、佛教服饰、佛教仪轨、佛教与科学的关
系等，最后讲授一部佛教经典《心经》。主要目的是让同学们能够大概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之一的佛学，消除对佛学和佛教的片面认识，充分运用佛教的强大教化功能，引导
同学们能够慈悲向善、积极进取、健康阳光。

基 本 内 容
及要求

  《佛学基础》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类公选课，共 30学时，每周 3学时，共上十周。主要
讲述佛教历史、佛教东传和中国化、佛教建筑、佛教服饰、佛教仪轨、佛教与科学的关系、
佛教经典选讲等。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佛学基础课程的讲授，使同学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佛学有一个大
致的认识，让他们真正了解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思想宝库；拓宽学生的知识范围，
拓展学生看待问题的视角。通过该门选修课的学习，使同学们在认识水平、判断能力、
价值观念养成等方面有一定的提高。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判断能力、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提高道德素质等方面有一定的益处。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于佛教含义的认识；佛教设施的表法意义；佛教的阶位；佛教与社会生
活的关系；佛教与科学的关系等。

难点：对于佛教含义的认识；佛教设施的表法意义；佛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佛
教与科学的关系；人间佛教；现实中的佛教与真正的佛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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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调查法、访谈法等

手段：讲授、多媒体等各种声像资料

四、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课时分配

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必要性 3

佛教历史简介 3

佛教东传与中国化过程 3

佛学的基本术语（一） 3 

佛教的基本术语（二） 3

佛教建筑艺术 3

佛教服饰与仪轨 3

佛教与科学 3

《心经》讲解（一） 3

《心经》讲解（二） 3

实 践 教 学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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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材 及 请
参考书

教材：自编
教学参考资料

1、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 1、2、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2、南怀瑾：《金刚经说什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圣严法师：《正信的佛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4、萧民元：《佛性的开展》，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5、徐文明：《坛经的智慧》，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0年版

6、《心经》讲解，有净空法师、印顺法师、大愿法师等得讲解，不具出版社

7、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湘潭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1年版

考 核 与 成
绩评定

本课采用交作业的考核方法，上完课后上交一篇作业，或为课后感，或为学术论文。
主要内容为佛学或与佛学相关范围。学术论文的写作必须切实按照《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学报》的格式，不能抄袭剽窃，否则以不合格处理。作业占分比为百分之七十。平时《佛
学基础》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类公选课，共 30学时，每周 3学时，共上十周。平时成绩
占百分之三十，主要根据课堂表现和出勤等因素给分。

备注

注： 1、本表一式三份，自留一份，交教务处、教学单位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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