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国际学生《感知“美丽中国”国情教育》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感知“美丽中国”国情教育
课程
代码

适用专业（对象） 留学中国的学历生、语言生和中长期培训生

建议总学时 32 建议学分 2

制（修）订时间 2022.11 执笔人 陈丽君 审批人

一、课程性质

《感知“美丽中国”国情教育》是汉语国际教育和传播领域的特色课程，

主要针对留学中国（含境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历生、语言生和中长期培训生。

目标是让母语为非汉语的学生了解中国当代国情，以“美丽中国”概念、内涵和

外延知识的学习来熟悉中国的生态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

建设等成就，培养理解中国、愿意为中外文明友好互动作出努力的美好情感。同

时，通过掌握所在学习地的省情概况来提高留学生活品质、增进交际交流能力和

职业发展素养。

1.课程背景：“美丽中国”是 201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

出的概念，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3 年国家旅游局正式确定了“美丽中国之

旅”为中国旅游整体形象。目前常态化的“美丽中国”外宣工作由国家文化与旅

游部驻各国办事处负责，一直在有序进行。同时，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和

绿色发展奇迹，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美

丽中国”建设迈出了重大步伐也取得了非凡成就。鉴于目前最具传播活力的国际

学生群体对“美丽中国”名称概念和内涵意义的晓誉度还不高，强调突破“媒体

中心论”、长效化开展《感知“美丽中国”国情教育》课程显得很有必要。

2.课程核心理念：“美丽中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感

知“美丽中国”国情教育》课程教学的核心理念是促进中国国家形象宣传和国际

学生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中国国家旅游形象地位，让国际学生了解生动有趣、



全面实用的“美丽中国”国情知识，培养理解中国的美丽之心，实践友好互动的

美丽之行。

3.课程设计思路：打破传统《中国概况》国情教育涵盖历史、地理、文化等

内容“面面俱到”的教学模式，转变为用“以点盖面、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

“美丽中国之旅”来组织国情教育课程内容，让学生学习当代中国把人民利益放

在首位、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知

识，通过旅行生活视角来增强对中国的感知和理解能力。课程设计围绕“美丽中

国”生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五位一体”的五个维度，分成五个模

块内容，按照“知识讲解→互动实训→成果输出”的综合教学过程来进行。

4.课程学时：32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让学生了解“美丽中国”概念提出的背景知识和发展过程；了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熟悉中国国际旅游形象标识“美丽中国之旅”

以及相关宣介活动；掌握当代中国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在生态、政治、社会、

经济、文化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二）能力目标

通过“美丽中国之旅”感知行为项目和语言交际训练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

掌握对当代中国的感知理解能力、中外文明友好互动能力，并提高自主学习、主

动交际、善于发现等社会通用能力。

（三）素质目标

让学生在习得“美丽中国”建设相关知识的同时，养成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

培养跨文化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学习掌握所在地省情的生态文明、经

济发展和特色文化概况的同时提升职业素养。



三、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任务/项目
课程内容和要求 建议课时

理论 实践 32

1
“美丽中国”

形象概念

“美丽中国”概念提出的背

景、发展过程

“美丽中国之旅”形象

介绍、讲解

2

2

“美丽中国”

之生态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两山”理论

中国山水旅游资源介

绍、走访美丽乡村

6

3

“美丽中国”

之政治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先

进制度建设

结合优秀党员代表的案

例感知先进力量

4

4

“美丽中国”

之社会建设
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的民

生安康、社会和谐

走进学习所在地的社区

进行交流

4

5

“美丽中国”

之经济建设
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同步；

脱贫致富、乡村振兴

了解新兴产业，进行创

业规划

4

6

“美丽中国”

之文化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园林

建筑、饮食、茶艺、陶艺等；

省情市情特色文化

“中国文化走出去”典

型案例的分享

12

备注
建议“省情市情特色文化”课时不少于 4 课时，以促进学生对学习所在地文化的感

知能力

四、考核评价

在考核方式上，采用形成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开卷考试、交际作业、现场访谈等多

种考核方式。增加考勤、平时表现、作业、社会实践等过程性成绩的比重，具体为：考勤

10%+平时表现 10%+普通作业 10%+交际作业（如讲解、访谈）30%+期末考试 40%。

五、课程资源及使用要求

（一）师资条件要求

本课程师资需要构建一个团队，既要有汉语、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任教

师，也要有教育学、思政、旅游文化相关专业的教师。基本要求为：

1.具备良好的语言面貌，具有语言教学实践经验；

2.精通中国国情知识，熟悉“美丽中国”概念及其“五位一体”发展理论；



3.具备社会实践实训课程的教学能力，能针对本课程实践中的介绍讲解、案例分析、创

业规划等环节内容进行设计并加以指导。

（二）实训教学条件要求

具有展示介绍旅游资源、直播互动效果佳等的多功能智慧教室；党史陈列馆、旅游博物

馆、厨艺实训室、茶艺实训室等。

（三）教材选用

本课程目前还没有现成教材，可选用“美丽中国”建设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新闻报道

文本、各模块案例文本等基本文献资料和多模态资源；建议自编一本《国际学生感知“美丽

中国”国情教育课程讲义》。

六、课程实施建议及其他说明

本课程在具体实施时需要根据国际学生的母语文化背景、学习动机、总学习时间、所在

国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等，来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并利用当地的实践教学资源，进行针

对性强、效果明显的考核评价方式。

编写人： 陈丽君 审核人： 黄慧 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