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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as MOOC for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in modern China.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idea of pedagogical design of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as MOOC form. It is suggested that sev-
eral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the instructor, mainly including the pedagogical content and 
pedagogical method. The pedagogical content should be designed as plain so that the students can 
easily understand, because the modern Chinese students with the scientific thinking model lack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in addition, it should also be designed 
as attractive to students. In the aspect of pedagogical method, massive intuitionistic teaching me-
thods are suggested to be used in such course. If so, the whole pedagogical activities are as attrac-
tive as a network movie. It can thereb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Buddhist cul-
ture in MOOC. This idea can also be used to design other MOOCs (especi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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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教文化是传统文化(国学)三大主流之一，将佛教文化付诸“慕课”(MOOC)之教学模式，对复兴传统文

化，意义重大。本文旨在探讨“慕课”模式下，佛教文化选修课之教学设计思路。本文认为，欲提高佛

教文化“慕课”之教学效果，首先要充分了解当代大学生之学情(含知识基础、思维模式、情感状态)。
在此基础上，精巧设计适合学情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大致上讲，教学内容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各知识点之间联系紧密，环环相扣，以对治学生之散乱心。教学方法则大量使用直观教学，给学生以视

觉、听觉诸方面之刺激，兴奋听课状态，如果整个教学过程设计犹如网络电影，则可有效降低“慕课”

之高退学率，切实提高其教学效果。此经验也可供其他“慕课”设计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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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佛教文化，选修课，直观式教学法，教学设计，学情分析 

 
 

1. 前言(开课背景与学情分析)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与本土儒、道文化融合，——恰如水中之盐：能尝其咸味，却不见其踪；又

似釉中丹青：能感其光华，却不觅其影。是故佛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三大主流，缺一不可。其于净化

人心、提升道德、稳定社会，厥功甚伟。晚清以来，吾国多故，民生凋零。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一并遭

社会大众误解、排斥和打压，几无立锥之地。所幸如今国基已固，民族昌盛，国家倡导传统文化之回归[1]。
高校开设佛教文化选修课，虽偶见报道[2]，然相对于广大学生之需求，犹杯水之于车薪。而当前“慕

课”(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模式之出现，使广大学子普修佛教文化课，初尝其甘味，成为可

能。这是因为，“慕课”这种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具有学生容量大、不受时空限制等优点，故能集中优质

教学资源，普及共享。当然，“慕课”也存在诸多问题：学习难以持续，退学率居高不下，为最突出者[3]。
反观传统课堂教学，学生有来自授课者(老师)诸多信息之刺激，有学习纪律约束。学生通常不会(也不敢)

中断课堂学习进程，故多能学完课程，罕有退学者。“慕课”模式乃远程信号传输，既没有纪律约束，也

缺乏强烈现场刺激。如果“慕课”之教学内容及方法单调乏味，学生退学便在情理之中，而这对于“慕课”

发展恰恰是致命打击。因此，提高“慕课”之吸引力，乃当务之急。 
窃认为：佛教文化“慕课”欲得成功，必须契合当代大学生之学情[4]。此正符合佛家“因机设教”

之弘法理念，具体而言，即是“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高下，契机则妙[5]”之表述。儒家亦有类似

观点，即所谓“因材施教”教学原则。笔者认为，当前某些“慕课”失败，系缺乏对学生学情之分析所

致。不能切合学情，吸引其兴趣，纵使满腹经纶，高谈阔论，犹如对牛弹琴，何有教学之实效？ 

笔者多年从事大学课堂教学，认为当代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之学情，略有三点：a) 就知识基础而言，

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基础知识严重缺乏，这是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b) 就思维模式而言，其思维方式

尚科学式而非玄学式，具体的而非思辩的，这是其所受教育背景决定的；c) 就情感状态而言，多心浮气

躁，此乃工商、信息时代之通病。 
基于上述学情分析，本文拟从教学内容设计及教学方法设计两方面，讨论《佛教文化概述》“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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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契合学生之学情(根基)，对治“慕课”之高退学率，切实提高其教学效果。 

2. 教学内容之设计 

因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相当陌生，故教学内容宜尽量选取浅显简要者；又因其思维方式多为科学

式而非玄学式，且多心浮气躁，故宜从身边有趣之实例(即“入题”环节)开始，由浅入深，导入正题，并

作课前说明。正式教学内容宜注重彼此间之逻辑联系，使之环环相扣，符合其思维模式，收摄其散乱之

心。所以，整个教学内容之布局，初步设计成 5 个模块，即“起源与基本思想→流派与典籍→史实与人

物→艺术与遗迹→影响”，进一步又细为 9 章 40 节。详见图 1，具体说明见表 1。 
 

 
Figure 1. The design for pedagogical content of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as MOOC 
图 1. 《佛教文化概述》“慕课”教学内容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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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design for pedagogical content of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as MOOC 
表 1. 对《佛教文化概述》“慕课”教学内容设计之说明 

章节 说明 来源 
第 1 章 佛教之缘起 简要介绍佛教起源，为后续内容奠定基础。  

1.1 佛教产生的背景 从学术考据角度，介绍佛教产生之历史背景(俗谛)。 [5]-[9] 
1.2 释迦牟尼生平 主要依僧祐《释迦谱》介绍释迦牟尼生平(真谛)。 [7]-[10] 
1.3 八相成道与真俗二谛 为便于学生理解释迦牟尼生平中“神奇”经历，后以八相成道和真俗二谛解释之。 [5] [11] 

第 2 章 佛教的基本思想 佛法无边，犹如大海。为方便计，大体依天台宗之五时判教，对佛教思想作简介。

其中，阿含时详讲，因其是基础故。其余诸时则宜略讲，因其幽深故。 
[5]-[7][11]-[13] 

2.1 华严时 华严奥旨，如日照高山，小乘学者，莫能理解。只宜略提。 [12] [13] 

2.2 阿含时 阿含时系针对这个世界的凡夫所说，如日照幽谷，众生都能领会。 

由浅入深，所以，宜详讲。佛教之基本思想，都安排在本节介绍。 
[6] [12] [13] 

2.3 方等时 内容幽深，简要介绍。 [12] [13] 

2.4 般若时 般若深智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在此先作简介。 

后续有《金刚经》《坛经》之学习(第 4 章)。 
[12] [13] 

2.5 涅磐时 其理深妙，简要介绍。 [12] [13] 
第 3 章 汉传佛教各宗派 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即“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各节依此序展开。 [7] [11] [14] 

3.1 法性宗(三论宗) 在真俗二谛基础上，再介绍中谛(非空非有)、中论，由浅入深，符合认知规律。 [5] [11] 

3.2 法相宗(瑜伽宗) 中谛乃宇宙万有之“性”；其宇宙万有之“相”，即法相。 

因法相宗名相多内容深，只宜介绍所依经典及传承。 
[5] [11] 

3.3 天台宗(法华宗) 系法性宗之深化，有“三谛圆融”之思想。可介绍天台三祖智者大师之事迹。 [11] 
3.4 贤首宗(华严宗) 华严宗思想犹如大海，无有穷尽。故宜略谈其纲，并尽量结合科学实例讲解。 [11] 
3.5 禅宗 前四宗是有文字之言教，禅宗此处破除文字相。其经典依据是《坛经》(4.2 节)。 [11] [15] [16] 

3.6 净土宗(莲宗) 净土乃不可思议之特别法门。故此处不宜谈哲理， 

只宜略述其教义、所依经典、祖师传承，以及高僧行仪。 
[4] [11] [17] [18] 

3.7 律宗 
出家人之戒律，在家人禁看。而在家五戒在前面已作说明。 
故本节不宜再涉戒律介绍，只宜介绍律师大德之高风行仪， 

以激发学生对圣贤之景仰，力除自身不良习气。 

[11] [19]-[21] 

3.8 密宗(真言宗) 密宗本身之特点，及在明代被禁之史实，决定密宗不宜介绍理论，只能讲述历史

流传，在稍后介绍之法门寺时，提供唐密流行之证据。 
[11] [13] 

第 4 章 佛教典籍与佛经导读  [8] 
4.1 佛教典籍简介 简介经典结集、经律论三藏、佛经汉译、大藏经等基础知识 [7] [13] 

4.2 常见佛经导读 汉地常见之《心经》《金刚经》《坛经》《普门品》 

《地藏经》《阿弥陀经》之导读 
[5] [15] [22]-[29] 

第 5 章 佛教史 印度佛教是源，故宜先介绍印度佛教史，再介绍中国佛教史。 

中国佛教因地域差异，又涵盖南传、汉传、藏传三大体系。 
 

5.1 印度佛教史 采用简便的且便于学生理解之“五时期”之观点。 [8] [13] 
5.2 中国汉传佛教史 宜突出各时期特点，注重与印度佛教史衔接、法难介绍、及兴衰对比。 [9] [30] [31] 
5.3 中国藏传佛教史 分前弘期和后弘期，重点介绍后弘期，因其影响西藏社会极深远故。 [13] 
5.4  中国南传佛教史 简介云南上座部佛教。 [13] 

第 6 章 佛教人物与故事 依时间顺序介绍中国佛教史的重要人物，引用经典，配以图片，强化故事性。 [13] [20] [32]-[35] 
第 7 章 佛教艺术 开头宜说明艺术之于佛教之主、从关系。 [8] 

7.1 佛教塑像 重点讲述并学会辨识佛像，及汉地常见之菩萨像。 [14] 
7.2 佛教绘画 绘画是平面艺术，其它大体与塑像同。 [14] 
7.3 佛教音乐 先介绍佛教音乐常识，再让学生在线试听，以切身感受之。 [11] [36] [37] 
7.4 佛教诗词偈颂 重点介绍禅诗，因其能体现艺术性和佛教特质。 [18] [20] [38] [39] 
7.5 佛教书法与篆刻 介绍具有代表性且与佛教相关之书法，并将诗词书法篆刻融合。 [5] [40] 

第 8 章 佛教建筑与遗迹 此章系由艺术中单独抽出者，因其内容太多故。  
8.1 佛寺简介 简要介绍佛寺之格局(含佛塔)之基本知识。 [14] 
8.2 佛教四大名山 宜先介绍每座山大体情况，再介绍重要文史遗迹。 [13] 
8.3 佛教三大石窟 宜先介绍每座石窟大体情况，再介绍艺术实例。此为佛教发展时期之见证。 [13] 
8.4 乐山大佛 重点介绍其兴衰史，强化故事性和思想性。此为佛教鼎盛时期之见证。 [13] 
8.5 房山石经 佛教法难之产物，突出其使命感之介绍。 [13] [14] 
8.6 法门寺舍利 至高无上之佛门圣物，注重其戏剧性经历，及与密宗之关系。 [13] [42] 
8.7 崇圣寺三塔 南传佛教艺术之代表。 [13] [43]  
8.8 藏传佛教寺院 藏传佛教艺术之代表。 [13] [44] 

第 9 章 佛教对祖国文化影响   
9.1 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强调儒释道融合之过程。 [5] [7] [45] 
9.2 对语言文学的影响 强调常用之佛教词汇，贴身学生心理。 [46]-[49] 
9.3 对中医药学的影响 因二者有两千年的相互影响，故不能不谈。 [50]-[54] 
9.4 与佛教相关的民俗 重点解释民俗之意义，特别注重与看相算命、风水、烧纸钱等恶俗划清界线。 [5]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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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知，以上五个模块基本上涵盖了佛教文化之重要内容，且联系紧密、循序渐进，构成一个有

机整体，保证了课程之完整性。由表 1 可知，各知识点之具体教学内容，系依据相关权威参考文献综合而

成，如佛教经论(多来自《大正藏》[15] [20] [22]-[26] [32])、或高僧大德之著作[5]-[9][16] [17]、或佛学专家

之观点[13] [14] [18] [27]-[31] [33]、或权威工具书[11] [41]。以此保证教学内容之正确性、科学性、权威性。 
值得一提的是：1) 有关宗教仪式、寺院管理、僧职制度、法物、佛教机构等知识从略，——从我们

以往教学实践来看，学生对此多不感兴趣；2) 部分名词之解释亦参考网络[57]-[60]；3) 教学过程中所使

用图片，部分可从网络获取[61] [62]；4) 在解释华严宗重重无尽和般若“色空”之观点时，可以引用科

学最新研究成果加以说明。 

3. 教学方法之设计(直观教学法之大量应用) 

如前所述，当代大学生思维方式多为科学的而非玄学的，具体的而非思辨的，且多心浮气躁，故宜

采用直观教学法。仅凭语言表述(所谓讲述法[63])，实难达到收摄其心，提高兴趣之功效。——而“慕课”

这一高度成熟之网络信息技术，也为直观教学提供了可能。 

在“慕课”教学过程中，可将各种富有冲击力之视觉和听觉信号，通过网络传输给学生，唤起其大

脑兴奋，切实提高教学效果，故直观式教学法应该(并能够)在“慕课”中大量使用。 
直观式教学法，依据所使用媒介形式，又可分为图形直观、实物直观和声音直观(图 2)，其中，图形

直观用途最广[64]。例如：在讲解三谛(空谛、有谛、中道谛)之玄妙关系时，可以使用常见之芭蕉树为例，

再以直观几何形状阐述其逻辑关系(图 3)，这种形式，富有视觉冲击力，能吸引学生，且易于理解，故收

效显著；图 4 则运用中国画艺术形式，形象地再现了释迦佛涅磐场景；图 5 以油画艺术渲染鉴真在双目

失明后，第六次启航东渡日本之悲壮场面；图 6 以图片形式，讲解一般佛寺之格局；图 7 为布达拉宫高

清照片，目睹此图，学生犹如到西藏实地旅游，身临其境地感受布达拉宫之巍峨辉煌及圣洁肃穆，这种

直观教学怎么会没有吸引力呢？图 8 为弘一律师生前所留下珍贵照片，此一照片，将弘一律师崇高风范，

和盘托出，胜过千言万语之介绍；图 9 为南宋时著名画家梁楷《布袋和尚》之禅画，此画直观地反映了

禅画“简而能远，淡而有味，高古脱尘之艺术风格”。从以上这些教学实例中，不难看出：图形直观教

学法之效果，远非语言表达所能比。 
除了图画直观外，实物也可以用于“慕课”直观教学。比如，在介绍念珠时，不妨手持一串念珠，演

示念珠之使用方法(即念佛计数用，图 10)。此外，尚可将佛教音乐通过网线传给学生，使之对其特点有 
 

 
Figure 2. Intuitionistic teaching method: its classif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as MOOC 
图 2. 直观式教学法在《佛教文化概述》“慕课”中的分类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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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riple-truth: truth of emptiness (kongdi), 
truth of temporariness (youdi), and truth of the mean (zhongdaodi) 
图 3. 三谛(空谛、有谛、中道谛)之关系示意图 

 

 
Figure 4. The nirvana of Shakyamuni Buddha (Xingshan Temple, Shanxi) 
图 4. 释迦牟尼佛涅槃图(山西兴善寺) 

 

 
Figure 5. The sail of Jianzhen (Ganjin) to Japan (Shaojiao He) 
图 5. 鉴真东渡图(何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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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layout of a typical Buddhist temple 
图 6. 普通佛寺格局图 

 

 
Figure 7. The Potala Palace (Lhasa, Tibet) 
图 7. 拉萨布达拉宫[62] 

 

 
Figure 8. Hongyi Master (A Chinese eminent monk) 
图 8. 弘一法师[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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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Hop-pocket Monk (Chan painting, Kai 
Liang) 
图 9. 布袋和尚(禅画，梁楷) 

 

 
Figure 10. Intuitionistic teaching method (using 
prayer bead as object) 
图 10. 实物直观教学(念珠) [62] 

 
切身体会，这便是声音(音乐)直观。如：讲解梵呗时，可让学生试听梵唱《大悲咒》，体会其“清净悠远、

庄严肃穆、平雅和缓”立特点，及其“外缘止断、妄心息却，方便佛事活动”之功效。 
显然，各种视觉直观和听觉直观等刺激，有如电影，——网络电影学生多能饶有兴致地看完，而电

影富有吸引力根本原因在于直观性，——这就提示我们：“慕课”也应该像电影一样，多途径刺激学生

神经，兴奋其大脑，吸收其注意力。无疑，直观式教学法是提高“慕课”教学效果之“神器”。 

4. 结语 

总之，在进行佛教文化选修课之“慕课”设计时，首先要充分了解当代大学生之学情(含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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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情感状态三方面)。在此基础上，精巧设计适合学情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宜由浅

入深，循序渐进，各知识点之间联系紧密，环环相扣；教学方法则大量使用直观教学，给学生以视觉、

听觉诸方面之强烈刺激，兴奋听课状态。形象地讲，整个教学过程设计，要向网络电影靠拢，——即富

有吸引力，能收摄学生散乱之心，增强其学习兴趣。如此，则可有效降低“慕课”之高退学率，切实提

高其教学效果。 
以上设计思路亦可供其他学科“慕课”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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