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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第二课堂《经典导读》课程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

实推进共青团中央《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试

点工作实施办法》的工作部署，引领青年学生养成良好阅读

习惯，领略经典书籍的价值魅力，自主学习、有效学习，提

升“四个正确认识”，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

品质和文化素养，学校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决定面向全校

学生启动第二课堂《经典导读》课程计划，具体实施方案如

下。 

一、课程目标 

针对当前信息时代青年学生碎片化、功利化、快餐式的

阅读倾向，引导青年学生与恒久之至道对面、对话，交流、

交心，在阅读经典过程中汲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知识的结

晶，探究人性本源，以求养成良好阅读习惯，融汇古今中外

思想，滋养心灵，丰富人生智慧。 

二、面向对象 

全校学生；有意参与者可通过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网

上平台“青桥网”报名。 

三、组织单位 

学校团委与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统筹，制定统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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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主要内容，规范考核要求等；学院团委、学生会、社团

和班级等团学组织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学校给予积极支持。 

四、主要安排 

1、教学方式：采取小班授课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

导读与自学相结合、读思与分享相结合。 

2、经典选用：围绕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

不同领域，统一经典书籍菜单供学员选用。 

3、班次组建：网上选投意向经典书籍，根据意向组建

班次；每班次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0人，每班次精读一

本书籍，周期以一学期为单元。 

4、班次数量：发挥各级团学组织优势，同时注重保证

课程质量，每学期班次的数量控制在 100 个以内。 

五、课程内容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教师导读 

邀请专业教师讲解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手法、思想意

义及阅读方法等，带领学员初识经典。 

第二部分：线上伴读 

学员以班次为单位组建班级微信群，群内学员依次轮值

导读，线上互动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 

第三部分：线下品读 

由学员自我组织课堂，通过朗诵、演讲等方式，展示读

书成果、分享书籍阅读心得，引导同学们相互启发、深入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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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深化研读 

完成书目的全部阅读后，进行学习总结，可以采用撰写

学习心得、小组展示等多种形式引导学员进一步精读、升华

阅读成果，掌握经典的思想精髓。 

六、时间安排 

1、名家导读一般为两课时，应在学期初班次组建完成、

学员进行了初步准备后进行。 

2、线上伴读和线下品读一般可以交替进行。线上伴读

原则上在两个月内完成，线下品读在伴读期间不定期举行。 

3、深化研读须在伴读和品读完成后进行，学期结束前

对所有班次研读成果进行集中展示，扩大辐射作用。 

七、考核与保障 

1、课程考核以自评与班次内互评相结合，重点考察参

与次数和积极性等；考核通过可获得第二课堂认证，并取得

第二课堂 1学分。同时学员可通过青桥网进行课程评价，发

表意见和建议，提出进一步改进措施。 

2、学校团委将对优秀的组织单位进行统一评选表彰，

并给予一定奖励。 

 

共青团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学生第二课堂素质教育中心 

                               2017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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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北京林业大学第二课堂《经典导读》课程 

推荐书目 

 

注：本书单根据人民网、新华网等相关报道的习近平总书记推荐

书目，以及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北大清华等高校推荐书单

整理。  

一、哲学类 

序号 书名 作者 

1 《论语》 孔子及其弟子 

2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3 《传习录》 王阳明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 

5 《哲学思维与领导力》 韩震 

6 《美的历程》 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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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 

8 《伦理学》 斯宾诺莎 

9 《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 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 

二、政治类 

10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社会主义》 

鄢一龙 白钢 章永乐  

欧树军 何建宇 

11 《中国共产党简史》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2 《长征》 王树增 

13 《苦难辉煌》 金一南 

14 《社会契约论》 卢梭 

15 《理想国》 柏拉图 

16 《政府论》 约翰·洛克 

三、文学历史类 

17 《红楼梦》 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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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史记》 司马迁 

19 《孙子兵法》 孙武 

20 《山海经》 佚名 

21 《资治通鉴》 司马光 

22 《中国历史概要》 
翦伯赞 邵循正 

胡华 

23 《人间词话》 王国维 

24 《平凡的世界》 路遥 

25 《工作着是美丽的》 陈学昭 

26 《目送》 龙应台 

27 《红与黑》 司汤达 

28 《悲惨世界》 雨果 

29 《瓦尔登湖》 梭罗 

30 《小儿子的街》 列·卡西里 马·波梁诺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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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小王子》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32 《老人与海》 海明威 

四、社科类 

33 《十九札》 朱青生 

34 《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 

35 《如何阅读一本书》 
莫提默·J. 艾德勒 / 查尔

斯·范多伦 

五、经济类 

36 《资本论》 马克思 

37 《画说<资本论>》 
顾海良，张钟朴等编文；丁世弼，

蔡超等绘画 

38 《中国：创新绿色发展》 胡鞍钢 

39 《中国的奇迹》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40 《激荡三十年》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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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国富论》 亚当·斯密（著） 

42 《国家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 

43 《竞争战略》 迈克尔.波特 

44 《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 

45 《影响力》 罗伯特·西奥迪尼 

46 《策略思维》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 / 巴

里·J·奈尔伯夫 

47 《浅薄》 尼古拉斯·卡尔 

48 《欢乐的经济学》 戴维·亨德森 

49 《人的潜能和价值》 马斯洛等 

50 《21世纪资本论》 托马斯·皮凯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