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 费 师 范 生 院 文 件
免院发〔2017〕11 号

关于选修2017-2018学年第2学期养成教育特色活动课程
的通知

各班级：

根据《免费师范生特色教育模块修习方案》，现推出一批养成教育特

色活动课程供大家选修。请各班级组织同学认真研读《免费师范生特色教

育模块修习方案》，并根据方案所规定的修习要求进行选修。具体事宜通

知如下：

一、选课范围

类型
课程

号

模

块
课程名称 学分 上课时间 修习要求

课程

容量
授课教师

选课

对象

必修

MH010

素

养

提

升

教师职业理

想信念（每周

一誓）

0.5
每周一 6：

50-7：30

修习 2 个学期。实到

次数不少于 25 次，至

少参加主题演讲 1次。

不限 胡新坤等
17 级

新生

MH011
意志力训练

（晨练晨议）
0.5

周二-周五

6：50-7：

30

修习 2 个学期。实到

次数不少于 100 次，

至少策划组织 1 次晨

议活动。

不限 胡新坤等
17 级

新生

MH012

教师基本功

训练（每日一

练）

0.5

时间自便，

每日 15 分

钟

修习 2 个学期。按时

完成作业，且向网络

实训平台提交习作不

少于 25 周次，作品质

量符合要求。

不限 熊吉生等
17 级

新生

MH013
书法辅导（每

周一辅）
0.5

每周四或

周五第

10-11 节

修习 2 个学期（第 1、

2 学期），实到次数不

少于 25 次，且按要求

完成作业。

不限 熊吉生等
17 级

新生



选修

MH002 师

德

体

验

走进特校，关

爱特殊儿童
1 见附件 1

修习 1 学期。详见附

件 1。

40，1

个班

周其国、

李志梅

15 级、

16 级

MH009

感悟教育，经

典教育电影

赏析

1

周一晚上

第 10-12

节

修习 1 学期。详见附

件 2。

40，1

个班
周其国

15 级、

16 级

MH014

素

养

提

升

经典诵读（每

周一诵）
1

周一、周二

6：50—7：

30

每周 2次，修习 2 个

学期，实到次数不少

于 60 次，且按要求向

网络实训平台提交诵

读习作不少于 15 次。

详见附件 3。

50，1

个班
李志梅等

15 级、

16 级

MH015
演讲训练（每

周一演）
1

周二下午

第 8-9 节

每周１次，2 课时，修

习 2 个学期。实到次

数不少于 30 次，向网

络实训平台提交习作

不少于 15 次，且作品

质量符合要求。详见

附件 4。

40，1

个班
王静等

15 级、

16 级

MH016

教师歌曲赏

析（每周一

歌）

1

周四晚上

第 10-11

节

每周１次，每次 60 分

钟，修习 2 个学期，

实到次数不少于 30

次，向网络实训平台

提交视频不少于 15

次。详见附件 5。

60，1

个班
俞玲等

15 级、

16 级

MH018
名著导读（每

月一著）
1

周三晚上

第 10-11

节

每周 1次，每次 2 课

时，修习 2 个学期。

实到次数不少于 30

次，至少阅读 10 经典

名著。向网络实训平

台提交读后感不少于

15 次。详见附件 6。

60，1

个班

周其国、

胡新坤

15 级、

16 级

二、选课对象

17 级新生必须全部修习 4 门必修课。6 门选修课供 15、16 级免费师范

生选修，每人限选 1-2 门。若选课人数超出开课容量，先协商确定退选人

员，协商不成则由抽签决定。

三、授课时间和地点

具体时间和地点详见各门课程大纲。



四、选课时间

2017 年 12 月 6－12 月 11 日。

五、其它

1、课程实施不向学生收取费用。凡需外出实践体验的，凡由授课教师

集中带队，交通和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并给予一定伙食补助。

2、凡选课成功者，必须服从学院和授课教师的安排，认真学习，不得

中途退出。凡考核不合格或中途退出者，视为挂科。

3、请各班学习委员于 12月 11 日前将本班选学生名单按附件 7 格式统

一汇总到学习部，再由学习部报院教务办。

免费师范生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 1

“走进太阳村——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师德体验课程大纲
一、课程目标

1、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开展公益助学活动，养成关爱他人、

奉献社会、承担责任、维护正义等积极道德品质。

2、通过查阅资料、小组讨论、心得分享、方案策划、经验反思等研

习活动，拓展未成年人教育的相关知识，培养研究性学习的能力。

3、通过策划、组织、实施公益助学活动，培养组织管理能力、口语

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教育教学实践能力。

二、课程类别

免费师范生养成教育“公益活动类”师德体验课程。按学期开设，1

个学分，48学时。

三、课程内容

（一）理论教学：15 课时

1、了解“太阳村”社会性质、发展历史和现状（1 课时）

2、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特点和教育需求研究（2课时）

3、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研究（3课时）

4、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体系研究（3课时）

5、个案研究与质性研究方法（3课时）

6、如何策划一个成功的“公益活动方案”？ （3课时）

（二）实践活动：30课时

根据班级集体讨论形成的“活动方案”展开实践活动。全班分成 6

个小组，各小组轮流前往“太阳村”开展实践活动，每小组活动 5 次，每

次 6个课时（上午去，下午回）。

（三）总结活动：3课时

1、各小组分别形成一份有质量的个案研究报告，并评优表彰。

2、队员用 PPT 汇报参加活动的心得体会，并评选优秀队员。

四、教学安排

课程容量：为 40人。

选课对象：大二、大三免费师范生。



理论教学时间：15课时，5 次课，每次 3 课时，分别为 3月 20、27；

4 月 3 日（周二）晚上，4 月 7、14 日（周六）上午。

理论教学地点：W1201

实践活动时间：从 4 月 22 日起，每周日 8：00-1：14：00，每人 5

次。

总结活动时间：3课时，时间待定。

课程实践项目地点：暂定都昌县“太阳村”

五、教学团队

周其国 负责人 15907008500（江西师大免费师范生院）

李志梅 成员 18070510227（江西师大免费师范生院）

六、教学要求

1、每一个学员编入一个学习小组，选择一个理论研习课题作为主攻

领域，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然后向全班汇报交流学习成果。学习小组内

深化友谊、相互信赖、彼此互助、共同成长，形成学习共同体。

2、小组学习后，全班策划形成一个为期 2 个月的公益助学活动方案，

作为理论学习的成果。助学活动方案包括学业辅导、心理调查、文体活动、

交往游戏等多样化的活动。

3、根据班级活动总方案，将每一个学员编入一个实践活动小组，分

周分组实施公益助学活动。

4、理论学习在校内进行。实践活动在南昌市蒋巷镇“太阳村”师德

体验教育基地进行，往返交通由课程教学团队统一安排。

七、考核方法

理论学习（占 25%），依据各成员在小组汇报交流中的表现，重点考

察研究性学习能力。

实践活动（占 50%），依据各成员在组织实施公益助学活动中的表现，

重点考察关爱他人、奉献社会、承担责任、维护正义等积极道德品质和组

织管理、教育实施等能力。

总结阶段（25%）：每人学习心得一篇，每小组汇报 PPT1 份。全班活

动方案一份，总结报告 1份。鼓励学员将学习成果整理成研究论文，进行

公开发表。



附件 2

“感悟教育，经典教育电影赏析”

师德体验课程大纲

教育电影特指“以一个或多个教育故事为主题，集中反映学校风貌、

师生关系、教育改革，塑造教师形象和学生形象的教育题材电影”。它用

电影艺术的影像特点和表现规律来叙说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

技巧和教育问题等，凭借着声画媒介来完成教育意义的生产。教育电影是

一种重要的教师教育资源。教育电影凭借着其媒介的逼真性、丰富性、生

动性、梦幻性等特点，在激发师范生的教师职业理想、陶冶教师职业情感、

建构教育信念、启迪教育智慧等方面可以发挥着独特作用。

一、课程目标

1、通过直观感受影片所塑造的各类“教师形象”， 深切地感悟教师

职业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和内在意义，从而坚定“为教育而生”的职业信

念，增进教师职业情感，激发终身从教的职业理想。

2、通过深入理解影片中所展示的各类“教育故事”，准确把握影片中

所蕴含的深刻教育思想和卓越的教育艺术，进而建构正确的教育信念，增

进教育智慧。

3、通过多角度剖析影片中的“教育问题”，培养综合运用教育教学理

论，分析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能力。

4、以课堂讨论、撰写观后感、主题演讲等形式，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

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二、课程类别

属于教师文化类师德体验课程。按学期开设，每周 3 课时，共 16 周

48 课时。

三、课程内容

内容包括 3 个模块，15部电影（精讲 8 部）。

模块一、教师理想与职业追求

《天那边》：无法释怀的牵挂

《黑板》：背负信仰的教师

《凤凰琴》：守望教育



《美丽的大脚》：张美丽的“穷人教育学”

《我的教师生涯》：中国的“瓦尔瓦拉”

模块二、教育理念与教育真谛

《放牛班的春天》：音乐开启心灵

《霍兰先生的乐章》：生命因你而动听

《天国的孩子们》：什么是教育？

《死亡诗社》：何为好的教育？

《请投我一票》：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模块三、教育智慧与教师幸福

《弦动我心》：教师成长的艰辛与灿烂

《跑吧，孩子》：跑出希望的少年 织梦好，好织梦

《天堂的颜色》：一个盲童的寻找

《草房子》：真情永驻

《心灵捕手》：“问题”天才的使者

三、开课对象与上课时间

开课对象：15、16 级免费师范生可自愿选修，每班人数不超过 40人。

上课时间：暂定每周一晚上。

上课地点：W1107

四、授课教师

周其国，男，教育博士，助理研究员，现任江西师大免费师范生院副

院长。曾在农村中学任教 3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从事教师培养、教师培

训的管理和教学工作。期间，先后借调到国家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工作。主

要研究方向是教师教育、教育政策、学校管理、特色学校建设等。主持或

参与省级以上课题 13项，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获

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

五、考核方式

考勤：占 20%（每迟到早退 1 次扣 1 分，请假 1 次扣 2 分，旷课 1 次

扣 4分）

课堂：40%。依据课堂讨论中的表现，重点考察职业价值观、教育观念、

分析问题能力和表达能力等。

作业：观后感或演讲等 40%。



附件 3

“经典诵读（每周一诵）”

素养提升活动课程大纲

“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

的书”。就是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了淘滤、磨练，最后结晶出来。

“诵读”是对内容自我感受、自我体验、自我欣赏的一种读书方式。通过

诵读经典，让师范生在感受语言的韵律之美的同时，学习说话的艺术，提

升自身的修养，塑造健全的师德。

一、课程目标

1、通过提高诵读技巧，掌握发音、语调、音律、节奏等诵读技巧，学

生能用自然的说标准的普通话，达到二甲语音标准，；

2、通过对经典语篇的反复诵读，加强对经典的理解，能够感知其文化

底蕴，学生能提升自身语言感悟能力，从而锻炼赏析经典名作的能力；

3、通过经典的熏陶，学生能积累一定的佳句，陶冶个人情操，提升自

身气质，积累文化底蕴，做一个品德高尚的、有涵养的师范生；

4、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以弘扬我国传统

文化，引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兴趣。

二、课程类别

本课程属于素养提升类特色活动课程。按学期开设，每周 3 课时，共

16周 48 课时。

三、课程内容

内容包括 3 个模块:师德、师育、师恩

模块一、师德：丹心热血沃新花

《蜂》 唐﹒罗 隐

《无题》 唐﹒李商隐

《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 唐﹒白居易

《春夜喜雨》 唐﹒杜 甫

《寻雍尊师隐居》 唐﹒李 白

《远师》 唐﹒白居易

《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 清﹒龚自珍﹒



《天净沙六首﹒源远流长图》 佚 名

《师蚕》 佚 名

模块二、师育：麾笔无言写春秋

《劝学》 荀况

《师道》 秀阳

《师说》 韩愈

《酬问师》 唐﹒刘商

《新竹》 清﹒郑燮

《己亥杂诗﹒我劝天公重抖擞》清﹒龚自珍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明代）

《家庭教师》 萧红

《人民教师的自白》 佚名

《教师颂歌》 佚名

模块三、师恩：玉韫石辉草木泽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老师，这样，可以吗》张晓风

《感谢》 汪国真

《我的老师》 魏巍

《玉壶存冰心》 冰心

《辛安亭先生》 高尔泰

《棒喝与广长舌》 林清玄

《感念老师》 阎连科

《我的老师》 莫言

《我的老师》 冰心

四、开课对象与上课时间

开课对象：15、16 级免费师范生可自愿选修，每班人数不超过 50人。

上课时间：周一、周二早晨 6:50—7：30。

上课地点：W1101

五、授课老师

李志梅，女，助教，教育学硕士，2015 级免费师范生辅导员。2016

年度学生工作先进个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主持或参与省级以上课题



两项，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六、考核方式

考勤：占 20%（每迟到早退 1 次扣 1 分，请假 1 次扣 2 分，旷课 1 次

扣 4分）

课堂：40%。依据课堂讨论中的表现，重点考察朗读技巧、联系经典结

合生活的自我感悟等。

作业：诵读经典感悟等 40%。



附件 4

“每周一演（演讲与辩论）”

素养提升活动课程大纲

演讲,是指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借助有声语言和态势语言这一物质手

段 ,阐明观点、抒发情感,从而鼓舞听众的口语实践活动；而辩论是指见

解不同的人彼此阐述理由,辩驳争论。在课堂教学中，主要是运用语言的

形式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语言是架起“教”与“学”的桥梁。教师

思维和语言的表达，是教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

演讲与辩论，是师范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应变能力的有效途径。演

讲与辩论用语言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规律来探讨一些教育思想、教育理论、

教育技巧和教育问题等。其具有的鼓动性、直观性、思辨性、综合性的特

点，在塑造教师思维能力、语言风格、教学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课程目标

1.了解演讲及辩论的基本原理和要求，掌握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

相关知识，学习辩证的思维方法，丰富知识积累。准确把握演讲、辩论与

教师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之间的关系，将几者之间的联系提炼升华，用

以辅助教学技能。

2．通过演讲先进教师事迹、感人教育故事，将其中蕴含的教育精神与

信念内化为卓越成长的动力，引导树立远大教育梦想，培养高尚教师情操。

3.采取辩论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和剖析当今时代存在的教

育问题乃至社会问题，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3．通过撰写演讲稿及原始报告、观看相关影音资料、课堂讨论等形式，

完成学生理论与实践的双提升。

4.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

际交流的素养。

二、课程类别

本课程属于素养提升类特色活动课程。按学期开设，每周 2 课时，共

16周 32 课时。

三、课程内容

（1）模块一：有力量的语言—演讲



1.演讲概述（概念、类型、发展等）

2.演讲的技巧与要求

3.演讲稿的撰写

4.观看优秀演讲视频

《第二届“千校万师”杯全国电视网络演讲大赛总决赛》

《TED 演讲》

5.课堂小测验

（2）模块二：有思想的语言—辩论

1.辩论概述（概念、类型、发展等）

2.辩论的技巧与要求

3.辩题的“破”题与立论

4.观看优秀辩论赛视频

《2001 国际大专辩论赛决赛（金钱是不是万恶之源）》

5.课堂小测验

（3）模块三：实践出真知

把参加相应竞赛作为课程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实战中锻炼，学以

致用，参加校、院举办的各类辩论赛以及各类教师技能比赛中的演讲比赛、

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等竞赛，积极参加院辩论团开展的一系列有关演讲和

辩论的兴趣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演讲和辩论水平。

四、开课对象与上课时间

开课对象：15、16 级免费师范生可自愿选修，每班人数不超过 40人。

上课时间：每周二下午 8-9 节课。

上课地点：W1101

五、授课教师

王静，女，讲师，江西省首届免费师范生辅导员，现任江西师大免费

师范生院团委书记。全国第八届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获得者，获第

三届、第四届全省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获第四届全国高校辅导员

职业能力大赛复赛二等奖。从事学生工作七年，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

作经验和指导学生实践活动经验。主持或参与省级以上课题两项，在省级

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六、考核方式



1.考勤占总成绩的 20%（每迟到早退 1 次扣 1 分，请假 1 次扣 2 分，

旷课 1次扣 4分）

2.平时作业与课堂表现占总成绩的 50％。

3.以演讲比赛、辩论赛中的实践表现作为综合能力的考核。占总成绩

的 30％。



附件 5

“教师歌曲赏析（每周一歌）”

素养提升活动课程大纲

声乐作品结构短小，音乐形象鲜明，比较容易把握。声乐作品的旋律

性较强，曲名和歌词使音乐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的表现更为明确。教师歌

曲以歌颂教师为主题，通过动人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集中反映教师品德、

教师工作等，既有强烈的感染力与鲜明的形象性。教师歌曲欣赏是教师师

德培育的一项内容，音乐欣赏课程能够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理解、鉴

赏能力以及发展想象力、丰富情感、陶冶情操。以审美为主线，以优秀的

教师音乐作品为基础，扩大学生的教师视野。教师歌曲依据其强烈的感染

力、生动性以及丰富性，不断激发师范生对教师职业情感、教师职业理想

以及教师职业智慧等方面的探索，进一步加强免费师范生师德养成教育，

陶冶免费师范生职业情操。

一、课程目标

1、通过欣赏教师歌曲，感受歌曲中塑造的“教师形象”，逐步掌握准

确敏锐地从整体上感受、体验教师歌曲中表达的深刻意义，坚定师范生的

终身从教信念，建构正确的教育信念，获得教师成长的力量。

2、由教师主导，在课堂进行演唱练习，使学生在日常管理、组织排练

中具备基本的音乐素养与音乐技能，适应学校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课程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向学生讲授与演唱有关的音乐理论知识，也

要训练团员的歌唱技巧。同时，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和有效的手段不断激

发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在演唱中加深对教师职业的认识与自豪感，坚定教

师理想。

3、以歌曲欣赏、课堂讨论、撰写心得、创作歌词等形式，培养学生的

音乐的鉴赏能力和基本乐理知识，增强对教师形象的把握和教师精神的理

解。课程每个阶段以 2-3 首歌作为训练曲目，并进行阶段性考核以及表演，

增强师范生的艺术表现力、精神风貌等等。

二、课程类别

本课程属于素养提升类特色活动课程。按学期开设，每周 2 课时，共

32个课时。



三、课程内容

（一）教师歌曲赏析

1、教师初印象：如《老师，你好》、《教师礼赞》、《教师颂》

2、教师进行时：如《校园春秋》、《园丁之歌》、《每当我轻轻走过

你窗前》

3、教师新展望：如《长大后我成了你》、《老师我总是想起你》、《我

们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二）实战演练

每阶段课程结束后进行演唱练习及测验。

（三）欣赏感悟

每阶段欣赏课程结束后，根据不同主题课外延伸，扩大音乐视野，撰

写心得体悟。

三、赏析教学的要点和方法

1、由表及里、由浅入深

2、灵活多样地设计音乐赏析课的课型

3、体现整体——局部——整体的教学指导思想

四、开课对象与上课时间

开课对象：15、16 级免费师范生可自愿选修，每班人数不超过 60人。

上课时间：暂定每周四晚上

五、授课老师

主讲：陈孝东，音乐学院 17级在读研究生，13870950373

助管：俞玲，免费师范生院，15179100198

六、考核方式

考勤：占 20%（每迟到早退 1 次扣 1 分，旷课 1次扣 4分）

课堂表现及课后作业：40%

期末考试：40%。以汇报演出形式进行展示。

作业：欣赏教师歌曲写听后感



附件 6

“名著导读（每月一著）”

素养提升活动课程大纲

杰出的经典就是思想的迷宫，我们在迷宫中行走，获得心智的历练。

经典往往不会自明地显现人生的答案，而是把个体引向自我人生的不断询

问之中。经典名著课程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通过经典中实践性情境反思，

把个人对时代和生命的感受融入经典，与经典名著想砥砺，就时代和个人

生命历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与经典展开对话，从中阐发出新的内涵，从而

使经典的阐释既具有时代感和个人特性，又富于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

而教育名著导读通过与遥远智者对话，观照和守护当下教师的精神家

园；从哲学和理念层面指导教师的教学生活，建构教育信念，生成教师哲

学。

一、课程目标

1、通过阅读教育经典，反思当下教师的教学和专业生活，滋养当下个

体的生命情怀，唤醒我们对古典教育智慧的记忆。

2、从不同视角剖析教育经典名著中的“微言大义”，建构个人的教育

理念，生成教育哲学，为未来做好教育者做准备。

3、以课堂 Seminar 讨论、主题阅读汇报、撰写读后感等形式，培养学

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批判思维能力、书面表达能力。

二、课程类别

本课程属于素养提升类特色活动课程。按学期开设，每周 2 课时，共

16周 32 课时。

三、课程内容与指南

1.阅读卢梭的《爱弥儿》，可以看到卢梭如何一步步培养“想象的孩

子”爱弥儿。

2.阅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思考杜威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与教育

到底是什么关系。

3.阅读雅思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思考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

到底什么是教育的本质，教育是否发生了“古今之变”。

4.阅读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你会发现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



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使得弗莱雷形成“批判教育理论”，在批判的基

础上，弗莱雷如何阐释他的对话教育理论，教师应该与学生如何对话。

5.阅读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你会发现童年的产生、发展以及日

益走向消逝的过程是伴随着人类传播方式的变迁而完成的，信息与媒介与

"童年"的起止相伴始终。思考童年的消逝与现代社会到底什么关系。

6.阅读尼尔的《夏山学校》，你会知道夏山学校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

校，作者尼尔如何在夏山学校实践突破传统教育观念的理想。

四、开课对象与上课时间

开课对象：15、16 级免费师范生可自愿选修，每班人数不超过 60人。

上课时间：暂定每周三晚上。

五、授课教师

周其国，男，教育博士，助理研究员，现任江西师大免费师范生院副

院长。曾在农村中学任教 3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从事教师培养、教师培

训的管理和教学工作。期间，先后借调到国家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工作。主

要研究方向是教师教育、教育政策、学校管理、特色学校建设等。主持或

参与省级以上课题 13项，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获

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

胡新坤，男，教育学原理硕士研究生，2017 年 6月毕业留校工作，现

任江西师大免费师范生院 2017 级辅导员。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教育哲学、基础教育，对古典教育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主持和参与省级

课题各 1 项，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课题 1项。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 2篇，参与并撰写著作 1本。

六、考核方式

考勤：占 20%（每迟到早退 1 次扣 1 分，旷课 1次扣 4分）

课堂：每周三人主讲，并形成读书笔记。其余同学参与 Seminar 讨论，

主题阅读汇报和读书笔记占比 40%。

作业：在整理读书笔记的基础上，形成一篇读后感或学术论文，占比

40%。



附件 7

免院特色活动课程选课汇总表

课程名称：

授课团队：

姓名 学号 班级 手机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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