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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鉴赏”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Gem Appreciation
课程编号：0004726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2.0 学时：32

课程类别：□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口美育修养与艺术鉴赏（美育课程） □其

□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 □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 □沟通表达与全球视野

面向对象：所有专业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教材及参考书目：

[1] 袁心强. 宝石学教程.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2年

[2] 袁心强. 翡翠宝石学.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张蓓莉. 系统宝石学.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董振信. 宝玉石鉴定. 地震出版社，1999年.

[5] 李耿. 宝玉石鉴定与评价. 北京工业出版社，2015年.

一、课程简介

《宝石鉴赏》课程是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课程。宝石是具有美丽、耐久、稀少和可接受性

的矿物、岩石和有机物，深得人们的喜爱。本课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知

识部分，包括宝石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基本性质鉴别宝石的方法，是本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第二部分为实例部分，包括钻石、有色单晶宝石、玉石和有机宝石等多种宝石的介绍，课

程涉及内容广，可使学生深入了解市场上常见的宝石类别，并提高鉴赏水平。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将培养学生肉眼鉴定与欣赏宝石的基本技能，并提高观察能力与审美能力。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课程地位：本课程是本科生的通识教育选修课，重点培养肉眼鉴定与欣赏宝石的基本

技能和观察能力。

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宝石的基本概念及分类、肉眼观察鉴定宝

石的基本方法，并了解宝石的合成、优化和处理方法，常见宝石、玉石、有机宝石等特征

和市场评价，得以拓展知识面，提高审美能力、观察能力、情趣和水平。

本课程主要为毕业生基本能力要求

[1] 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3] 掌握扎实的本学科专业相关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

和趋势。

[4] 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技术发现、分析并解决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第 1、3、

4 的实现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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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1、课程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主要从宝石的基本概念、分类命名和宝石学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对宝石基本的

物理化学性质介绍， 总结出主要教学要点有：（1）玉石的共同性质，与单晶宝石的差别；

（2）不同品种玉石的区别；（3）翡翠的宝石学特征；（4）翡翠的质量评价概要；（5）翡翠

的产地及资源概况；（6）翡翠的优化处理和鉴定介绍。

以翡翠为代表的宝石学性质是宝石鉴赏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学生学习兴趣较大的

内容，同时也是不容易掌握的难点部分。

第 1 章 宝石的概念及分类

1.1宝石的概念[掌握] [3]；1.2宝石的分类[掌握] [3]；1.3宝石的优化处理[掌握] [3]；
1.4宝石的价值及其影响因素[了解] [1]。

第 2 章 宝石的基本特性

2.宝石的光学性质[掌握] [3]；2.2 宝石的力学性质[掌握] [3]；2.3 宝石的包裹体[掌握]
[3]。

第 3 章 鉴定宝石的方法

3.1宝石鉴定的概述[掌握] [3]；3.2宝石常规鉴定仪器的使用[了解] [3]；3.3 宝石标本

观察和鉴定报告[了解] [4]。

第 4 章 钻石

4.1 钻石的基本特征[掌握] [3]；4.2 钻石的主要仿制品[了解] [3]；4.3 钻石的 4C 分级

[掌握] [3]；4.4钻石欣赏[了解] [4]。

第 5 章 有色单晶宝石

5.1 刚玉族[掌握] [3]；5.2绿柱石族[掌握] [3]；5.3金绿宝石[掌握] [3]；.4 单晶石英[掌
握] [3]；5.5其他宝石[了解]。

第 6 章 玉石

6.1软玉[掌握] [3]；6.2 翡翠[掌握] [3]；6.3绿松石[掌握] [3]；6.4青金石[掌握] [3]；6.5
石英质玉石[掌握] [3]；6.6 欧泊[掌握] [3]；6.7其他玉石[了解] [3]。

第 7 章 有机宝石

7.1 珍珠[掌握] [3]；7.2 琥珀[掌握] [3]；7.3 象牙[了解] [3]；7.4 珊瑚[了解] [3]。

2、支撑毕业能力项的教学内容

[1] 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3] 掌握扎实的本学科专业相关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

和趋势。

[4] 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技术发现、分析并解决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

四、教学环节安排及要求

1. 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课件，辅以适当板书；

2. 标本观察和样品鉴定：提供标本和鉴定仪器；

3. 网络教学：以在网上公开发布的国家级精品教材作为自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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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业：主要目的是从不同侧面对宝石进行鉴赏；

5. 考试：考试形式：写论文一篇，目的是提高鉴赏力。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教授方法：本课程为具有应用型的通识教育课程，课堂讲授需详细讲解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基本方法；要擅于采用多媒体手段，让学生观看不同种类宝石及其仿制品的图片，

使学生直观地各类宝石种类和基本特性。给出一些仿制品与处理过的宝石的例子，让学生

了解区分其区别的基本方法。给出不同种类宝石精美照片与视频，让学生运用已学过的知

识，进行对比与欣赏。

学习方法：对于课堂讲授，要重点学习宝石的基本概念、种类、基本特性，了解不同

种类宝石及其仿制品。对于室内实验，重点观察宝石标本的特性和鉴别方法，提高欣赏能

力。

六、学时分配

表 1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计
讲授 习题 实验 讨论

1 宝石的概念及分类 4 4

2 宝石的基本特性 3 3

3 鉴定宝石的方法 2 1 3

4 钻石 4 4

5 有色单晶宝石 5 5

6 玉石 9 9

7 有机宝石 4 4

合计 32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为：作业 10%+实验 10%+平时 10%+期末报告 60%。

表 2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作业 10 作业分布于第 5 章 1 次

实验 10 观察实验标本，提交实验报告 1 次

平时 20 出勤

期末 60 提交一篇鉴赏论文

制定者：梁莲姬

批准者：张建伟

2021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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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石与玉文化”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Ornamental Stones and Jade Culture
课程编号：0010821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2.0 学时：32

课程类别：□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美育修养与艺术鉴赏（美育课程） □其

□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 □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 □沟通表达与全球视野

面向对象：全校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教材：

[1]《观赏石》，孟祥振，赵梅芳，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

[2] 《观赏石基础》，卢保奇，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

[3]《奇石：传统玩石与现代应用》，王丽阳，文化发展出版社，2014.

[4]《八千年之恋-玉美学》，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5]《中国玉器》，方泽，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6]《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杨伯达，紫禁城出版社，2004。

一、课程简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观赏石和玉文化是中华文化长河中的瑰宝。本课程以

“扬玉石文化，传中华美德”为主线，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了解奇石知识、探究奇石文化，

挖掘传统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感悟玉雕理念，争做“玉”品质学生。主要内容包括石文

化的起源与发展、观赏石的分类与传说、神奇中华玉文化、丰富多彩的玉石、巧夺天工的

玉雕工艺等。

《观赏石和玉文化》是一门有综合性的通用性课程。本课程并不就事论事地介绍观赏

石的定义、分类、具体石种的介绍、具体玉器种类的欣赏等，而是以不同大类观赏石、玉

器的文化为主线，通过玉石文化与文人雅士的典故，如米芾拜石、和氏璧的前世今生等，

突出赏石怡情冶性的文化内涵，以此强调观赏石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联系，通过量

料取材与因材施艺玉雕理念，揭示玉器料、工、器的内在联系。重点探讨以太湖石、菊花

石、石铁陨石等著名观赏石种文化内涵等，以玉器的发展、玉雕图案题材为切入点，从料、

工、器三个维度阐释了玉器纵有千古、横有八荒的广博，有助于同学们理解玉器通神明之

德和类万物之情的祈愿与功用，了解先祖们雅俗共鉴的人文情怀，进而能够管窥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1、课程地位：本课程是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课程介绍著名观赏石的文化内涵，

并以玉文化作内在主线，整体考量玉器的料、工、器内在的本质联系。通过结合文人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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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讲解玉文化与玉器艺术，海内外观赏石动态和现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到

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素养，坚定文化自信，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

人才的目的。

2、教学目标：使学生系统掌握观赏石、玉石等概念的涵义，掌握观赏石和玉文化的历

史文化渊源和现状，理解观赏石和玉器的发展简史、观赏石和玉器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了

解观赏石和玉石的常见分类，我国观赏石的分布特点，熟悉玉器饰纹与玉器吉祥图案的含

义，知道常用玉石、奇石鉴别、价值尺度和评价方法。在授课过程中需要以天然性、历史

性、哲理性、艺术性、科学性、交流性、收藏性等多角度反映观赏石、玉石与人们的关联，

说明中华观赏石和玉文化的多元性、高雅性、独特性和形象性，展现奇峰雅石、化学陨石

的不同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经济价值、审美价值、收藏价值，同时又需要以

玉器的发展、玉雕图案题材为切入点，从料、工、器三个维度，助力学者透过玉器的直观

表象，发掘道以成器的文化驱动，认知作为文化载体的玉器精神内涵，培养学生对观赏石

和玉文化的关注与热爱，坚定文化自信。

支撑的毕业能力项：（1）思想政治与德育（课程思政）；（3）问题分析；（6）使用现代

工具；（8）环境和可持续发展；（13）终身学习。

育人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强调我国观赏石和玉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状，提

升学生的文化素质、美学鉴赏、科学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浓烈的艺术兴趣，培养

富有家国情怀、“三观”端正、锐意进取的国家栋梁之才。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主要从观赏石和玉文化做内在主线，从天然性、历史性、哲理性、艺术性、科

学性、交流性、收藏性等多角度反映观赏石、玉石与人们的关联，说明中华观赏石和玉文

化的多元性、高雅性、独特性和形象性，主要教学要点包括：（1）掌握观赏石和玉文化的

历史文化渊源和现状；（2）理解观赏石和玉器的发展简史、观赏石和玉器发展的现状和趋

势；（3）理解我国观赏石的分布特点；（4）掌握四大名玉的主要特点及蕴藏的哲学思想；

（5）了解玉器的雕琢技法；（6）了解玉器饰纹与玉器吉祥图案的含义；（7）熟悉常用玉石、

奇石鉴别、价值尺度和评价方法。

我国观赏石的历史及各阶段的主要特点、观赏石的概念及基本类型、文化内涵、玉文

化的起源与发展、玉器的精神内涵是课程的重点。具体教学内容及要求如下（教学内容及

重点 (▲)、难点 (★)) :

表 1 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章节名称 教学内容及重点( ▲ )、难点（*）
毕业能力 ( √)

1 3 6 8 13

第一章

寻源踪石：观赏

石的历史与发展

状况

观赏石的概念▲★ [3]。赏石文化的历史（起源期、成熟期、繁

荣期）[1] [13]。现当代赏石文化[1] [13]。赏石与中国绘画[1]。中

西石文化的异同▲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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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如仙骨：走进

观赏石

观赏石与宝玉石及工艺品的区别▲★ [3]。观赏石的形成▲。观

赏石的特性★[3]。观赏石的分类依据及其分类▲★。观赏石的

五美[1]。瘦漏透皱▲[6] [1]。我国观赏石资源的分布[8]。观赏石

的传说。

√ √ √ √

第三章

绚丽多彩：观赏

石的种类

造型石观赏石的种类及每种造型石的基本特征
▲
。纹理石观

赏石的种类及每种纹理石的基本特征
▲
。矿物晶体观赏石的

一般评价原则▲。我国独一无二的矿物晶体-香花石★ [1]。化

石观赏石的概念和分类。化石的意义▲★。化石的收藏[3] [6]。

化石的修理[3] [6]。事件石的概念和事件石的主要类别、陨石

的概念。磨墨寂寂无声响-文房石。

√ √ √

第四章

明察秋毫：寻石

问石

观赏石的采集、收藏[1][8]。观赏石的保养、配座[3] [6]。观赏

石的命名、摄影▲ [13]。观赏石的价值与价格。观赏石的作假
★
。鉴别观赏石真假的方法[3] [6]。

√ √ √ √ √

第五章

三礼玉论：中华

玉文化制度

古代造字与 “玉”▲[1]。“三礼”与 “玉”[1]。“气一元论”

与“玉”[1]。儒家思想与玉文化[1]。玉德金声： 中华玉文化

发展史★[1] [13]。玉文化内涵▲★[1] 。

√ √

第六章

解.玉之石文化

孔子论玉之十一徳。玉石概述▲★。玉石物化性质的主要特征

▲[3]。四大名玉（岫岩玉、蓝田玉、和田玉、独山玉）▲★[1] [13]。

翡翠。二氧化硅类玉石。青金石。绿松石。孔雀石。夜明珠。

√ √ √

第七章

赏.玉之雕文化

玉器加工的工艺特点▲[3] [6]。玉器加工制作的常用设备、工

具及材料演变[3] [6]。玉器加工的工艺流程★[3] [6]。玉器设计的

几个主要原则★[1] [8]。玉雕因材施艺技巧文化。

√ √ √ √

第八章

观.玉之器文化

六器礼天下 六瑞等邦国。玉器的玉料分类▲ [3]。玉器的时间

分类。玉器的空间分类[3]。玉器的用途分类▲★[1] [3] [6]。玉器

的工艺分类[3]。玉器的造型分类（几何造型类、艺术造型类，

组合造型类）。

√ √ √

第九章

恋.玉之图文化

常见的玉器纹饰。中国玉器吉祥图案的表现手法▲[3]。中国

玉器吉祥图案的表现素材▲。中国玉器吉祥图案事例[1]。中

国玉器吉祥图案上的常见吉祥用语。玉饰龙凤。

√ √

第十章

悟.玉之邦文化

神秘的新石器时代玉器▲ [3]。新石器时代主要作品介绍★[1]。

礼制化的商代玉器▲[3]。商代玉器主要作品介绍★[1]。人格化

的两周玉器▲ [3]。迷信化与艺术化的汉代玉器[3]。多元化的

唐代玉器[3]。世俗化的宋代玉器[3]。民族化的辽、金、元时

期玉器[3]。生活化与精品化的明清玉器▲ [3]。商品化与艺术

化的近现代中国玉器。

√ √

第十一章

鉴.玉之藏文化

中国古代玉器鉴定方法▲[3]。中国现代玉器评价▲★[3] [6]。中国

玉器欣赏（美在美制、美在工艺、美在造型与纹饰、美在俏

色）[1] [3] [6]。中国玉器市场的发展与展望[13]。

√ √ √ √

四、教学环节安排及要求

1. 课堂讲授：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期末考核等。课堂讲授

30 学时，期末考核 2 学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汇集了古代园艺、美学、地质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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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学科知识。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学习的内容，感悟中华民族神奇的观赏石和玉

文化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采用短视频、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

和文人雅士典故相结合，结合案例教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

俗化，并通过小组合作、课堂知识竞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2.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我国观赏石

和玉文化的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3.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写论文一篇；（2）开卷考试；（3）

闭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

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30%，期终考试占 70%。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1、教授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期末考核等。课堂讲授 30 学时，期末

考核 2 学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而观赏石文化的起源发展、玉的石文化、雕文化、

器文化等是汇集了古代园艺、美学、地质科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

握学习的内容，增强趣味性，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采用短视频、动画、图片及

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和日常生活相结合，结合案例教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

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并通过小组合作、课堂知识竞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

教学效果。

2、学习方法：

本课程的学习过程是教师讲授和做思考与练习题相结合；认真听取教师讲授和演示文

稿的讲解，通过实物观赏石的课堂赏析对每章的知识点和能力点有一个总体认识；结合每

章教程最后提供的思考题和练习题，总结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获取了哪些知识？看看自己是

否能够做出完整和准确的答案，还有哪些还未完全理解和不够清晰的知识；根据自己学习

后的总结和思考，重点针对各章的重点、难点内容进行本教程的复习，力争解决在完成思

考和练习题中还存在疑问和不足；对还不容易理解、消化和掌握的难点知识，可向老师请

教。同时课后可去各地博物院网站参观浏览各馆藏玉石珍品，了解他们的前世今生，与同

学老师交流讨论。

六、学时分配

表 1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计
讲授 习题 实验 讨论

1
寻源踪石：观赏石的历史与发展状

况
2 2

2 形如仙骨：走进观赏石 2 1 3

3 绚丽多彩：观赏石的种类 4 1 5

4 明察秋毫：寻石问石 2 2

5 三礼玉论：中华玉文化制度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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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解.玉之石文化 4 1 5

7 赏.玉之雕文化 2 1 3

8 观.玉之器文化 2 1 3

9 恋.玉之图文化 2 2

10 悟.玉之邦文化 2 2

11 鉴.玉之藏文化 2 2

合计 26 6 32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1.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观赏石与玉

文化的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2.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写论文一篇；（2）开卷考试；（3）

闭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

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30%，期终考试占 70%。

表 2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作业 30% 本课程主要与重点内容的课堂作业完成情况

期末 70%
中国赏石文化溯源与发展态势、玉文化内涵、神奇的观赏石和了不起的

中国玉器等主要内容

制定者：林姗执笔

批准者：张建伟

2022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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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灾害的特点与防治”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 Characteristics and Prevention of Engineering Disaster
课程编号：0006477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2.0 学时：32

课程类别：□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美育修养与艺术鉴赏（美育课程） □其

口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 □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 □沟通表达与全球视野

面向对象：工程自然类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教材：

[1]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学》，王茹 ，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8年 3 月

[2] 《灾害学》，李树刚，煤炭工业出版社,2015年 2月

[3] 《防灾减灾工程学》，江见鲸，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3 月

一、课程简介

工程灾害的特点与防治是城市建设学部为工程自然类本科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本课

程的任务是使学生在掌握工程灾害基本特点与预防措施的基础上，掌握防灾减灾常识、建

立起防灾减灾意识、学会避灾基本技能。教学内容重点：灾害的含义与定义、工程结构的

发展、地震灾害的特点与预防、风灾的特点与预防、火灾的特点与预防、地质灾害的特点

与预防、工程灾害的监测与预警、防灾减灾常识。通过上述内容学习，增强学生对人与自

然间关系的理解、各类灾害对人类破坏的概念性认识以及如何保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课程地位：工程结构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基本呈现形式，体现在人类生产、

生活、发展的方方面面。目前在实际工程的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各种各样自然

灾害、人为灾害对工程结构造成破坏，进而导致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让学生对工程灾害有基本认识，并了解灾害发生最基本的原因和机理，以便更好的理

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课程旨在为学生建立基本的灾害概念，掌握基本的防灾减灾常识。

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工程灾害的含义与类型、工程结构从古至今

的发展历程、各类灾害对工程结构及人类可能造成的损失规模、国内外防灾减灾的发展概

况、各类灾害的防控措施以及防灾减灾常识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并以此为基础，理解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因，指导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自身专业在人类进步过程中应起的作用。

主要为实现毕业要求 1、、、提供支持。

[1] 思想政治与德育：通过人类发展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人为工程灾害，培养学生理解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我国工程结构发展的曲折历程，培养学生应该具有的大国工匠

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通过灾害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因设计和施工不当、人员疏忽造成的工

程灾害培养学生具有工程结构从业人员该具备的职业素养、行为规范。

[2] 工程知识：通过不同灾害可能造成的工程结构破坏以及防灾减灾措施的提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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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实施，理解工程科学如何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工程

灾害问题。

[8]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通过不同工程灾害产生的可能原因理解人为灾害和自然灾害

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解人类活动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0] 个人和团队：通过灾害发生、发展与救灾全过程中团队与个人的分工与协作、不

同专业人员的合作，理解多学科合作、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对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主要面向工程自然类本科生，在了解自身专业的基础上，学习工程灾害的特点

与预防，主要教学要点包括：灾害的含义与定义、工程结构的发展、不同灾害的特点与预

防、工程灾害的监测与预警、防灾减灾常识。具体教学内容详见表 1。

表 2 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章节名称 教学内容及重点 ( ▲)、难点（*）
课程目标 (√)

[1] [2] [8] [10]

第一章 灾害概述：灾害的定义与危害 ( ▲)、防灾减灾发展概况 √

第二章 工程结构的发展：古代与近代土木工程、现代土木工程 ( ▲) √ √ √

第三章 地震灾害的特点 ( ▲) 与预防（*）：地震预报、抗震保障措

施、（*）减震技术、隔震技术

√ √

第四章 风灾的特点 ( ▲) 与预防（*） √ √

第五章 火灾的特点 ( ▲) 与预防（*） √ √

第六章 地质灾害的特点 ( ▲) 与预防（*） √ √

第七章 工程灾害监测与预警（*） √ √ √

第八章 防灾减灾常识 ( ▲) √ √

四、教学环节安排及要求

1. 课堂讲授

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等。课堂讲授 28学时，安排周内考试。

2. 讨论环节

以实际工程灾害为例，组织学生分组讨论，4 学时。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组织能力与

表达能力。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1.教授方法：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讲授与小组讨论的方式。

2. 学习方法： 学习过程中主要通过听课、分组组织讨论和期末大论文等方式，将讲

授与自学、阅读教材与资料查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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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表 1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

计
讲

授

习

题

实

验

讨

论

其

第一章 灾害概述：灾害的定义与危害、防灾减灾发展概况 4 4

第二章 工程结构的发展：古代与近代土木工程、现代土木

工程
4 4

第三章 地震灾害的特点与预防：地震预报、抗震保障措

施、减震技术、隔震技术
10 2 12

第四章 风灾的特点与预防 2 2 4

第五章 火灾的特点与预防 2 2

第六章 地质灾害的特点与预防 2 2

第七章 工程灾害监测与预警 2 2

第八章 防灾减灾常识 2 2

合计 32 32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课程考核按百分制评定成绩，其中平时成绩 10%，平时出勤 10%，期末论文考核 80%。

平时成绩主要考察学生的课堂表现，比如参与讨论的积极程度，出勤主要考查学生到课情

况，期末论文主要考核学生对本门课程的理解与掌握情况。本课程各考核环节及质量标准，

详见表 2。

表 2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考勤 10 出勤情况，对应毕业要求 1、10达成度的考核。

作业 10
课堂练习参与度及其完成质量，对应毕业要求 1、2、8、10达成度的考

核。

期末考核 80 对规定考核内容掌握的情况，对应毕业要求 1、2、8、10达成度的考核。

制定者：郭明珠，唐贞云

批准者：张建伟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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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鉴赏与花文化”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Flower Appreciation and Flower Culture
课程编号：0010838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美育类

学 分：2.0 学时：32

课程类别：□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四 美育修养与艺术鉴赏（美育课程） □

□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 □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 □沟通表达与全球视野

面向对象：全校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教材：

[1] 孙伯筠.《花卉鉴赏与花文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

[2] 王意成.《1000种花卉鉴赏图鉴》.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8.

[3] 过常宝.《花文化》.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4]顾翠花.《园林花卉文化》.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

[5]赵兰勇.《中国牡丹栽培与鉴赏》. 金盾出版社，2004.

[6] 周武忠.《中国花文化史》. 海天出版社，2015.

一、课程简介

花是人们生存环境中的自然精华，是大自然赠与人类的最好礼物，是人类美好生活的

调色板。我国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素有养花、赏花的高雅风尚，认为花能使人赏心悦目、

畅神达意，并视花为美的化身和美好幸福的象征。花中蕴含着文化和诗境，花中凝聚着中

华民族的品德、风韵和气节。

《花卉鉴赏与花文化》是一门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全校面对各类专业的本科学生以及

花卉（植物）文化的爱好者，是一门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课程。本课程对我国传统

名花以及常见花卉的文化进行挖掘：首先，对我国传统名花及常见花卉进行识别，建立对

花卉的整体感知；然后，对花卉背后蕴含的文化从各个角度进行剖析，并欣赏花闻花趣，

提高花卉的鉴赏和审美，陶冶情操；最后，回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卉元素，讲述花卉在

文学、绘画等体现的实物意义与象征意义，提高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增强文化自信。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1、课程地位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课，课程介绍中国传统名花与常见花卉的鉴赏及

与之相关的花文化。本课程属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是科学与文化艺术结合

的一门混合式教学课程。本课程是推进新世纪素质教育，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精神和创新能

力新一代的需要，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到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的文化底

蕴和艺术素养，坚定文化自信，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人才的目的。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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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使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能够辨识我国传统名花与常见的花卉，

了解这些花卉的基本特性及其与之相关的文化含义，达到能够深入感受和享受花卉美的目

的。本课程通过讲授主要传统名花与常见花卉的鉴赏与文化、花卉文化与绘画、服装、插

花等艺术门类的结合，花卉文化与文学作品的关联等内容，把花卉鉴赏与古典文学相结合，

使得学生达到能辨别、会鉴赏、提高审美能力及人文艺术修养的目的，培养学生对花卉及

其文化的关注与热爱，增强文化自信，同时会结合花卉艺术创作、花卉介绍、花园花径设

计等开展课程学习。

支撑的毕业能力项：[1]思想政治与德育（课程思政）；[3]问题分析；[7]工程与社会；

[8]环境和可持续发展；[11]沟通；[13]终身学习。

育人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花卉的鉴赏能力，理解花文化的渊源和现

状，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美学鉴赏、科学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浓烈的艺术兴趣，

培养富有家国情怀、“三观”端正、锐意进取的国家栋梁之才。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1、课程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各个专业的通识教育选修课，是植物科学与文化艺术的结合，所以，

教学过程中既要使学生掌握花卉识别的科学知识，又要注意培养文化修养。因此， 采用课

堂讲授、视频播放、音频播放、PPT教学、板书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主要

教学要点包括：（1）掌握从色、香、姿、韵四个方面来品赏花卉的赏花之道；（2）掌握中

国传统十大名花的形态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含义；（3）理解我国常见花卉的形态特征及其

蕴含的文化含义；（4）理解花卉在文学作品的不同品格含义；（5）了解几种食用的花卉以

及健康价值；（6）了解花卉与美术（国画与油画）、邮票、宗教、音乐的关系；（7）了解花

卉与民俗、服饰、书签的关系；（8）了解插画的艺术与基本技巧。

我国传统十大名花的形态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含义、我国常见花卉的形态特征及其

蕴含的文化含义、花卉在文学作品的品格含义是本课程的重点。具体教学内容及要求如

下（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

表 1 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章节名称 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
教学目标

1 3 7 8 11 13

第一章

绪论：在鲜花盛开

的国度里

介绍花文化的概念和特点，让学生们了解中国是世界“园
林之母”。中国花卉文化▲。中国花文化的特点▲ 。花的

分类▲* 。我国属于迷人的花卉王国。中国花卉传西方的

历史和渊源。中国现代花卉文化的展望。

√ √ √ √ √

第二章

赏花之道

从色、香、姿、韵四个方面来品赏花卉的赏花之道，使

学生们能够说出有香味的几种花卉名称，能够说出姿态

特别的几种花卉名称。赏花之道花卉的色彩美▲* 。花卉

的香味美与姿态美▲*。

√ √ √

第三章

中国十大传统名花

讲授中国十大传统名花的生物学特性和花文化。识别梅

花、牡丹、菊花、兰花、月季、杜鹃、山茶、荷花、桂

花、水仙的形态特征▲*，讲出梅花、牡丹、菊花、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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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月季、杜鹃、山茶、荷花、桂花、水仙的文化含义
▲*。

第四章

常见花卉鉴赏

介绍 50~100种常见花卉的习性特点与鉴赏技巧*。玫瑰

文化与玫瑰花鉴赏▲ ,使同学们能够辨识玫瑰与其他蔷薇

属花卉的特征，能够说出玫瑰的主要文化内涵，名称来

历。

√ √ √ √ √ √

第五章

花卉与文学

感知不同朝代花卉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区分花卉在

文学作品的不同品格含义；让学生能够说出花卉的一些

诗词，并将出作者描述的意境。花卉与小说。花卉与成

语▲。花卉与谜语（灯谜）。花卉与对联。花卉与诗词

▲*。

√ √ √ √

第六章

花卉与食品、健康

介绍花卉与食品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使学生们能够说出

几种食用的花卉以及健康价值。花卉与食品▲。赏花净化

心灵。花香与健康▲*。香花疗法。花卉入药 ▲。

√ √ √ √

第七章

花卉与美术、邮

票、宗教、音乐

介绍花卉与美术、邮票、宗教、音乐的关系，分析国画

与油画中的花卉文化含义。花卉与美术▲*。花卉与邮票

▲*。花卉与宗教*。花卉与音乐。

√ √ √ √

第八章

花卉与民俗

介绍花卉与民俗的关系，分析我国古代常见花卉相关的

习俗。花卉与节日民俗▲。花朝节。花市与花会。花卉与

礼仪▲。

√ √ √ √

第九章

花卉与装饰

讲授花卉与装饰的关系，让学生们了解花卉装饰的技

巧，掌握插花的基本技巧。庭院绿化*。室内绿化*。中

国传统插花艺术*。东西方插花的传统风格。鲜花的选购

与保鲜。

√ √ √ √ √

2、支撑毕业能力项的教学内容

[1]思想政治与德育（课程思政）；[3]问题分析；[7]工程与社会；[8]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11]沟通；[13]终身学习.

四、教学环节安排及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与讨论、作业及期末考核等。课堂讲授与讨论 30 学

时，期末考核 2学时。

1、课堂讲授与讨论：课堂讲授教学应采用实物、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相结合的方

式，讲授我国传统名花及其他常见花卉的植物学基本知识、正确科学的识别知识、社会经

济价值，国内外对花卉的欣赏与审美异同，花卉及其文化的应用与含义等，力求使学生掌

握我国传统名花及其他常见花卉的基本鉴别，了解应用及欣赏常识，并理解其背后蕴含的

文化知识和底蕴，提高欣赏水平和人文修养水平。课堂讲授过程中，还应注重和文人雅士

典故相结合，结合案例教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并通

过小组合作、课堂知识竞猜、课堂自由讨论等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

果。

2、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花卉鉴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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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以及我国花文化的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学习效

果。

3、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钟任选一种：（1）围绕课程主题，撰写论

文或报告一篇；（2）围绕课程主题，进行 PPT 汇报展示一次。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

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40%，期末

考试占 60%。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1、教授方法

本课程是一门面向全校各个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汇集了美学、植物学、花卉学、民

俗学等多种学科知识。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期末考核等，教学

过程中既要使学生掌握名花识别的科学知识，又要注意培养文化修养。为了让学生充分理

解和掌握学习的内容，感悟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花文化，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

采用短视频、动画、音频、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和文人雅士典故相结合，结合

案例教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并通过小组合作、课堂

知识竞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2、学习方法

本课程的学习过程是教师讲授和做思考与练习题相结合；认真听取教师讲授和演示文

稿的讲解，通过实物观赏花卉的课堂赏析对每章的知识点和能力点有一个总体认识；结合

每章教程最后提供的思考题和练习题，总结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获取了哪些知识？看看自己

是否能够做出完整和准确的答案，还有哪些还未完全理解和不够清晰的知识；根据自己学

习后的总结和思考，重点针对各章的重点、难点内容进行本教程的复习，力争解决在完成

思考和练习题中还存在疑问和不足；对还不容易理解、消化和掌握的难点知识，可向老师

请教。同时课后可去有关的园林、展览馆、参考书、网站等参观浏览各种花卉展品，了解

他们的基本特性及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同学老师交流讨论。

六、学时分配

表 2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计
讲授 习题 实验 讨论

1
第一章

绪论：在鲜花盛开的国度里
2 2

2
第二章

赏花之道
2 2

3
第三章

中国十大传统名花
7 1 8

4
第四章

常见花卉鉴赏
7 1 8

5
第五章

花卉与文学
2.5 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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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花卉与食品、健康
1.5 0.5 2

7
第七章

花卉与美术、邮票、宗教、音乐
2.5 0.5 3

8
第八章

花卉与民俗
2 2

9
第九章

花卉与装饰
1.5 0.5 2

合计 28 4 32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1、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我国传统名

花及常见花卉的基本特征及花文化的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

性，提高学习效果。

2、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钟任选一种：（1）围绕课程主题，撰写论

文或报告一篇；（2）围绕课程主题，进行 PPT 汇报展示一次。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

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40%，期末

考试占 60%。

表 3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40% 考勤、听课、课堂讨论及课堂作业完成情况

期末考试 60%

我国十大传统名花的形态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含义、我国几种常见花卉

的形态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含义、花卉在文学作品的品格含义等主要内

容

制定者：李光耀

批准者：张建伟

2022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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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美食风物鉴赏”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European and Asian scenery, culinary
课程编号：0010849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2.0 学时：32

课程类别：□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美育修养与艺术鉴赏（美育课程） □其

□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 □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 □沟通表达与全球视野

面向对象：全校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教材：

[1]《四季风物：十二个月的节气食单》，若愫，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0.

[2] 《中国美食地理》，艾明，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1.

[3]《食物演化史》，马克.比特曼，中译出版社，2022.

[4]《透过地理看历史》，李不白，台海出版社，2022。

[5]《世界美食之旅》，DK 出版公司，旅游教育出版社，2015。

一、课程简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不同地域文化更是中华文化长河中的瑰宝，自古就有

民以食为天这一说法。本课程以中国地域习俗美食为主线，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了解各地

域的饮食文化、探究地域风物美食，挖掘各地区饮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传

播影响，以及融合，感悟人类从解决温饱到科学饮食这一社会发展过程，从而进一步了解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饮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中国风物美食往欧亚的输

出以及融合、欧洲风物美食鉴赏、世界各地地域性美食风物与地理环境的关联等。

《欧亚美食风物鉴赏》是一门有综合性的通用性课程。本课程并不就事论事地介绍观

美食风物的定义、分类、具体美食风物的介绍、具体的欣赏等，而是以地理环境，气候和

人类社会发展、流动为主线，通过世界各地饮食文化变迁和差异性分析，如徐福远渡日本、

郑和下西洋，马可波罗来中国、西欧地中海沿岸饮食文化受到北非的影响等，突出地理环

境对人文风物的影响，以此强调传统饮食文化传承的内在联系，通过地域性饮食差异的理

念，揭示地理，人文，饮食的内在联系。重点探讨，以中国菜系的发展、食材向欧洲日韩

传播为切入点，从食材、方法、演化三个维度阐释了风物美食具有鲜明地理和时间标签以

及蕴含着中国人和世界各地人民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有助于同学们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了解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进而能够管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以

及人类社会演化中的智慧。

中华文化悠久而深厚，各个地域文化是其宝贵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人们就认识到

食物的重要性，有句俗语说“民以食为天”。本课程以中国各地的习俗美食为主线，循序

渐进地引导学生了解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探究地域特色美食的形成，挖掘各地饮食文化

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其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同时也让学生领略到人类社会从解决温饱到

科学饮食的社会发展过程，从而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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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国美食的输出及融合对欧亚地区的影响、欧洲美食的欣赏、世界各

地的地域性美食与地理环境的关联等。

《欧亚美食风物鉴赏》是一门综合性的通用课程。该课程不仅仅介绍美食和风物的定

义、分类和具体内容，而是以地理环境、气候、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流动为主线，通过对世

界各地饮食文化的变迁和差异进行分析，例如徐福远渡日本、郑和下西洋，以及马可 ·波

罗来中国、西欧地中海沿岸的饮食文化受到北非影响等，突出地理环境对人文风物的影响。

这样强调了传统饮食文化传承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地域性饮食差异的理念揭示了地理、人

文和饮食之间的内在联系。重点探讨了中国菜系的发展和食材传播到欧洲、日本和韩国的

情况，从食材、烹饪方法和菜系演变三个维度阐释了美食的地理和时间特征，以及其中蕴

含的中国人和世界各地人民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的哲学思考。这有助于同学们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了解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进而能够一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和精深，

以及人类社会演化中的智慧。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1、课程地位：本课程定位为一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程，旨在介绍世界风物和饮

食文化。以全球范围内的风物和饮食为内在主线，综合考量食物、地理和人文等方面的内

在本质联系。通过融合文人雅士典故，探讨饮食文化、全球范围内的饮食差异和现状，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世界各地的美食和风物，旨在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文

化底蕴和艺术素养，培养具备文化自信、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人才。

2、教学目标：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系统掌握美食、风物等概念的内涵，深入理解观美食

和风物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状。学生将理解国内外饮食的地域性差异及其发展简史，把握

未来人类社会饮食发展的趋势。此外， 学生将了解我国饮食的常见分类、常见饮食习俗文

化，以及世界各地饮食文化的地域性分布特点。他们将熟悉饮食文化的发展与迁徙背后的

历史背景，并了解常用的节气概念。

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将以多角度的视角，如天然性、历史性、哲理性、艺术性、科学

性和交流性，展示饮食与人们之间的关联。我们将说明饮食文化的多元性、高雅性、独特

性和形象性，强调美作为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 穿于饮食活动的每个环节中。同时，

我们还将展示饮食文化所具有的不同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经济价值和审美价

值。

此外，我们将以食材的发展和地域性特点以及历史原因为切入点，从食材、地域和时

间三个维度出发，助力学生通过饮食文化的直观表象，探索“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

学思想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通过培养学生对美食和风物的关注与

热爱，我们旨在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

支撑的毕业能力项：[1] 思想政治与德育（课程思政）；[3] 问题分析；[6] 使用现代工

具；[8]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13] 终身学习

3、育人目标： 本课程的学习旨在通过强调我国风物美食文化的渊源和现状，提升学生

的文化素质、美学鉴赏能力、科学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我们追求准确把握“精、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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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这一理念，以深刻理解中华饮食文化，并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华饮食文化。通过这样

的培养，我们为塑造具备家国情怀、价值观端正且富有进取精神的杰出人才，他们将成为

国家的栋梁之才。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主要从各地风物美食做内在主线，从天然性、历史性、哲理性、艺术性、科学

性、交流性等多角度反映饮食与人们的关联，说明美食风物文化的多元性、独特性和形象

性，主要教学要点包括：（1）掌握我国饮食文化历史文化渊源和现状；（2）理解我国及世

界各地饮食文化发展简史：从引入到融合；（3）理解世界美食风物和环境地理渊源及；（4）

了解节气食单背后的人文历史；（5）饮食文化中常见的技法；（6）掌握我国八大菜系大诞

生和发展史；（7）世界饮食文化中的一些相似点和不同点。

世界美食风物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美食风物的概念及基本类型、文化内涵、各类饮

食风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特质即为中华饮食文化需要探索的基本内涵是课

程的重点。具体教学内容及要求如下（教学内容及重点 (▲)、难点 (★)) :

表 1 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章节名称 教学内容及重点( ▲ )、难点（*）
教学目标( √)

1 3 6 8 13

第一章

寻源：人类的饮

食习俗文化的形

成

美食和风物的概念▲★[3]。人类饮食文明的历史（生食、熟食、

烹饪）[1] [13]。现当饮食文化[1] [13]。美食风物与地理[1]。亚欧

饮食文化的异同▲ [3]。

√ √ √

第二章

中国饮食文化

一：四季有别

顺四时而适寒暑，服天气而通神明▲★ [3]。补其不足”，“损

其有余”▲。四季食物的特性★ [3]。食材在中医中的分类依据

及其分类▲★。药食相需，温寒相适，五味相和[1]。四季和节

日食单背后的人文故事传说。

√ √ √ √

第三章

中国饮食文化

二：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

造各地区饮食文化背后的历史、地理背景、民族风情▲ 。 [1]

[8]。中国各大菜系的诞生和发展▲★。 [3] [6]。各地饮食文化中

的异同。

√ √ √

第四章

中国饮食文化

三：中国饮食文

化的输出-亚洲

有历史记载的事件学习：徐福东渡、郑和下西洋、张骞出使

西域。[1][8]。文化输出后的演化，与当地原有演示文化的融

合[3] [6]。

√ √ √ √ √

第五章

中国饮食文化

四：中国饮食文

化的输出-欧洲

历史记载学习：马可波罗游记▲ [1]。中国文化输出对当地文

化的影响▲★ [1] 。
√ √

第六章

东亚和中南亚美

韩日和东南亚饮食文化主要特征▲★ [3]。东北习俗与朝鲜半

岛的相似和不同点、东南沿海一带与东南亚的相似和不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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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风物 点▲★ [1] [13]。

第七章

西欧饮食文化与

地理风貌一：法

国

法国饮食文化的历史阶段▲[3] [6]。法国饮食复杂的加工制作

工艺的演化[3] [6]。受到周边国家影响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

[3] [6]。丰富的地貌对法国不同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 [8]。璀璨

的葡萄酒和奶酪文化。

√ √ √ √

第八章

西欧饮食文化与

地理风貌二：意

大利

意大利饮食中的“米面油”文化▲[3]。意大利饮食文化在世

界的影响▲★ [1] [3] [6]。南部和北部的风土人情在饮食文化中体

现的差异[3] [8]。意大利人的饮食习俗（复杂多样的种类、舒

适自在的气氛，无法抗拒的佳肴）。

√ √ √

第九章

西欧饮食文化与

地理风貌三：地

中海沿岸

地中海周边国家受气候影响的独有饮食文化▲ [3]。气候带来

的丰富物产▲ [1]。北非国家对西欧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影响。
√ √

第十章

西欧饮食文化与

地理风貌四：北

欧五国

寒冷气候给北欧五国带来的独特物产▲ [3]。各个国家饮食文

化异同介绍★[1]。
√ √

四、教学环节安排及要求

1. 课堂讲授：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期末考核等。课堂讲授

30 学时，期末考核 2 学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汇集了世界历史、美学、地理科学等

多种学科知识。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学习的内容，感悟神奇的美食风物在教学中充

分利用多媒体优势，采用短视频、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和文人雅士，历

史典故相结合，结合案例教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并

通过小组合作、课堂知识竞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本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和期末考核等。

1、课堂教学：课堂讲授占据 30个学时，期末考核占据 2 个学时。作为一门通识课程，

本课程集合了世界历史、美学、地理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为了确保学生对学习内

容的充分理解和掌握，我们利用多媒体手段，如短视频、动画、图片和照片等，以加深学

生对神奇美食风物的印象。同时， 我们将文人雅士和历史典故与教学内容相结合，通过案

例教学的方式将复杂问题简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此外，通过小组合作、

课堂知识竞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2.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我国观赏石

和玉文化的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3.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写论文一篇；（2）开卷考试；（3）

闭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

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30%，期终考试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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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1、教授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期末考核等。课堂讲授 30 学时，期末

考核 2 学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而风物美食文化的起源发展则是从侧面反映出来的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汇集了世界历史、美学、地理科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为了让学生

充分理解和掌握学习的内容，增强趣味性，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采用短视频、

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和日常生活相结合，结合案例教学使复杂问题简单

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并通过小组合作、课堂知识竞猜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2、学习方法：

本课程的学习过程是教师讲授和做思考与练习题相结合；认真听取教师讲授和演示文

稿的讲解，通过图片或视频的课堂赏析对每章的知识点和能力点有一个总体认识；结合每

章教程最后提供的思考题和练习题，总结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获取了哪些知识？看看自己是

否能够做出完整和准确的答案，还有哪些还未完全理解和不够清晰的知识；根据自己学习

后的总结和思考，重点针对各章的重点、难点内容进行本教程的复习，力争解决在完成思

考和练习题中还存在疑问和不足；对还不容易理解、消化和掌握的难点知识，可向老师请

教。同时课后可去查找各地博物志了解当地的风物美食，了解他们的前世今生，与同学老

师交流讨论。

六、学时分配

表 1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计
讲授 习题 实验 讨论

1
第一章

寻源：人类的饮食习俗文化的形成
2 1 3

2
第二章

中国饮食文化一：四季有别
2 1 3

3

第三章

中国饮食文化二：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

4 1 5

4

第四章

中国饮食文化三：中国饮食文化的

输出-亚洲

2 1 3

5

第五章

中国饮食文化四：中国饮食文化的

输出-欧洲

2 1 3

6
第六章

东亚和中南亚美食风物
4 1 5

7
第七章

西欧饮食文化与地理风貌一：法国
2 2

8 第八章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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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饮食文化与地理风貌二：意大

利

9

第九章

西欧饮食文化与地理风貌三：地中

海沿岸

2 2

10

第十章

西欧饮食文化与地理风貌四：北欧

五国

2 2

合计 26 6 32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1.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观赏石与玉

文化的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2.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写论文一篇；（2）开卷考试；（3）

闭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

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30%，期终考试占 70%。

表 2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作业 30% 本课程主要与重点内容的课堂作业完成情况

期末 70%
亚欧饮食文化溯源与发展态势、风土人情在饮食文化中反映出内涵等主

要内容

制定者：韩北执笔

批准者：张建伟

2023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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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下空间与人居环境”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Modern Underground Space and Human Settlement
课程编号：0007049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2.0 学时：32

课程类别：□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文化自信与艺术鉴赏 ☑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

□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 □沟通表达与全球视野 □其
面向对象：全校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教材及参考书：

[1]《城市地下空间设计》, 邵继中,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
[2]《现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需求、控制、规划与设计》,赵景伟，张晓玮,清华大学出版

社, 2016.

[3]《地下空间设计与实践》, 朱建明、王树理、张忠苗,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7。

[4]《土木工程环境概论》, 王利平, 科学出版社，2009。

[5]《地下工程概论》，关宝树、杨其新，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引导学生在建筑学、美学、工程学及防灾减灾学等多学科视角下，从地下空间

的发展历程、形式、功能及用途等方面入手，了解地下空间的基本特点和地下空间开发的

优势；并从规划、设计、施工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进一步深入理解地下空间及人居环境

的和谐统一。主要内容包括地下空间及人居环境的基本概念、人类地下空间的发展历史、

地铁的规划、修建与车站的艺术欣赏、地下商业街及住宅环境调节、先进的地下建筑封存

技术、能源地下工程技术以及地下空间灾害防御等。本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当今现代地下

空间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发展方向；提升学生自身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发展

方向的融合度。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课程地位：本课程是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本课程介绍现代地下空间的规划、修

建、欣赏和与人居环境的相互作用。通过结合日常生活、介绍先进的地下空间规划、修建

技术，达到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工程素养和审美能力，了解技术创新，培养全面发展的新

一代人才的目的。

教学目标：包括[1] [2] [6] [7]

[1] 工程知识：本课程使学生系统掌握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地下空间与人居环境等概

念的涵义等工程知识。

[2] 问题分析：掌握城市地下空间总体规划方法以提高学生问题分析的能力。

[6] 工程与社会：理解地下综合体的功能与分区设计，明白工程与社会之间的逻辑内

涵。

https://book.jd.com/writer/%E9%82%B5%E7%BB%A7%E4%B8%AD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8%9C%E5%8D%97%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B5%B5%E6%99%AF%E4%BC%9F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C%A0%E6%99%93%E7%8E%A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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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掌握绿色建筑的内涵与创新性绿色地下空间构想使学生进一

步深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熟悉地下空间与灾害及防御措施与设计方法，理解国

家地下空间的发展规划和创新性绿色地下空间构想。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第一章 绪论：地下空间的概念。人居环境的概念。城市化与人居环境。开发地下空间

的必要性。地下空间的分类与功能。地下空间的优势与缺点。地下空间与历史文化保护。

地下空间与人居环境的和谐统一。地下空间与人居环境的相关学科。[理解]

第二章 地下空间的发展历程人类利用地下空间的历史：历史上的地下居住建筑。历史

上的地下交通运输建筑、军事建筑和 地下建筑。现代地下空间发展方向与重点。现代

地下空间的人居环境。[了解]

第三章 地下空间与人居环境的相互作用：地下空间扩展过程。地下空间规划、设计、

施工与人居环境。土地利用与保护。污染控制技术。建筑材料选取及废弃物处理。[理解]

第四章 软土隧道及地铁建筑：地铁的历史。地铁路网规划与设计。地铁隧道及车站类

型。地铁换乘设计。地铁建筑修筑技与盾构技术。越江地铁隧道。地面沉陷危害。泥水池

污染。地铁站台形式。地铁站厅布置。各国地铁站厅艺术赏析。[掌握]

第五章 岩石隧道：岩石隧道的历史。岩石隧道规划与设计。岩石隧道类型。岩石隧道

修筑技术。全断面掘进机（TBM）技术。长大公路隧道。对地下水位的影响及危害。弃渣

污染。[掌握]

第六章 地下商业街与住宅：地下商业街的历史。地下商业街规划与设计。地下商业街

类型。地下商业街的作用。地下住宅的历史。地下住宅规划与设计。地下住宅类型。地下

住宅的作用。地下商业街及住宅修筑技术。明挖及逆作技术。地下空间的人体舒适性指标。

地下空间的通风。地下空间的照明。地下空间的采光。各国商业街及住宅艺术赏析。[理解]

第七章 地下存储建筑：地下存储建筑的历史。地下存储建筑规划与设计。地下存储建

筑类型。地下存储建筑的作用。地下存储建筑修筑技术。水封油库技术。核废料处理技术。

二氧化碳捕捉及存储技术。地下存储建筑对环境的影响及治理。[理解]

第八章 绿色地下建筑：可持续发展。低碳理念。绿色建筑的概念。地下建筑的绿色建

筑材料。地下空间的绿色施工。能源地下工程。地层土壤温度特点。地源热泵技术。能源

地铁隧道及车站技术。创新性绿色地下空间构想。[掌握]

第九章 地下空间与灾害及防御：地下空间的抗爆及抗震设计。地下空间的火灾防护设

计。地下空间水灾防护设计。地下空间疏散设计。地下空间作为避险场所的优势。[理解]

四、教学环节安排与要求

1. 课堂讲授：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期末考核等。课堂讲授

30 学时，期末考核 2 学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而地下空间的规划、设计、施工技术

理论是土木工程中的一个专业分支，专业性强，学科交融多。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

学习的内容，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采用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

和日常生活相结合，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提高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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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2.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地下空间的

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3.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写论文一篇；（2）开卷考试；（3）闭

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听

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30%，期终考试占 70%。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教授方法：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期末考核等。课堂讲授 30

学时，期末考核 2学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而地下空间的规划、设计、施工技术理

论是土木工程中的一个专业分支，专业性强，学科交融多。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学

习的内容，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采用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和

日常生活相结合，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学习方法：本课程的学习过程是教师讲授和做思考与练习题相结合；认真听取教师讲

授和演示文稿的讲解，对每章的知识点和能力点有一个总体认识；结合每章教程最后提供

的思考题和练习题，总结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获取了哪些知识？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做出完整

和准确的答案， 还有哪些还未完全理解和不够清晰的知识；根据自己学习后的总结和思

考，重点针对各章的重点、难点内容进行本教程的复习，力争解决在完成思考和练习题中

还存在疑问和不足；对还不容易理解、消化和掌握的难点知识，可向老师请教。

六、学时分配

表 1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计
讲授 习题 实验 讨论

1 地下空间与人居环境的概念等 2 2

2 地下空间的发展历程 2 2

3 地下空间与人居环境的相互作用 2 2

4 软土隧道及地铁建筑 3 1 4

5 岩石隧道 3 1 4

6 地下商业街与住宅 3 1 4

7 地下存储建筑 3 1 4

8 绿色地下建筑 3 1 4

9 地下空间与灾害及防御 3 1 4

合计 24 6 30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1. 平时成绩：包括作业、考勤与课堂表现等。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

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地下空间的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

性，提高学习效果。（占最终成绩的 50%）

2. 期末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写论文一篇；（2）开卷考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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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占最终成绩的 50%）

表 2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作业 30 评分等级和考核见表 3

考勤 10 评分等级和考核见表 3

课堂表现 10 评分等级和考核见表 3

期末考试 50
写个人心得；课程论文一篇；开卷考试；闭卷考试。四选其一，具体见

表 3

表 3 考核环节及质量标准

考

核

方

式

评 分 标 准

A B C D E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作

业

完全掌握所学理

论及方法，完成

全部作业，准确

率 90%以上

很好掌握所学理论

及方法，完成全部

作业，准确率 80%

以上

较好掌握所学理

论及方法，完成

部分作业，准确

率 70%以上

一般掌握所学理

论及方法，完成

部分作业，准确

率 60%以上

不满足 D要

求

考

勤

全部出席 缺席 2 次 缺席 4 次 缺席 6 次 不满足 D要

求

课

堂

表

现

积极参与或发

言，有新见解或

创新

积极参与或发言，

有一定见解

不主动参与或发

言，有一定见解

不主动参与或发

言，无新意 不满足 D要

求

期

末

测

验

很好地综合运用

理论知识解决工

程问题，成绩优

较好地综合运用理

论知识解决工程问

题，成绩良

能够综合运用理

论知识解决工程

问题，成绩中等

能够运用理论知

识解决大部分工

程问题，基本合

格

不满足 D要

求

评分标准（A～E）：主要填写对教学内容中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的掌握，及综合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要求。

制定者：许敬叔

批准者：张建伟

2021 年 0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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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技术在现代工业中的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Visual Numerical Simulation in Modern Industry
课程编号：0010541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2.0 学时：32

课程类别：□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文化自信与艺术鉴赏 □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

□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 □沟通表达与全球视野 ☑
面向对象：全校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教材及参考书：

[1] 陈根著,数字孪生,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

[2]刘江编著，ANSYS 14.5 Workbench机械仿真实例详解,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3] 庄茁著,ABAQUS非线性有限元分析与实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4] 石亦平编著,ABAQUS有限元分析实例详解（第二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5] 江丙云等编,ABAQUS分析之美（第二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

[6] 方献军等编，HyperMesh应用技巧与高级实例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7] 费康,彭劼编,著 ABAQUS岩土工程实例详解.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引导学生在建筑学、美学、工程学及防灾减灾学等多学科视角下，从地下空间

的发展历程、形式、功能及用途的入手，了解地下空间的基本特点和地下空间开发的优势；

并从规划、设计、施工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进一步深入理解地下空间及人居环境的和谐

统一。主要内容包括地下空间及人居环境的基本概念、人类地下空间的发展历史、地铁的

规划、修建与车站的艺术欣赏、地下商业街及住宅环境调节、先进的地下建筑封存技术、

能源地下工程技术以及地下空间灾害防御等。

现代工业体系中，仿真设计和分析占有重要地位。仿真设计和分析可以缩短工业产品

的研发周期，节省大量用于实际试验的成本，提前发现工业设计中的潜在威胁，激发和增

强设计人员的创作天赋与热情。如波音公司 777飞机的研发过程中60%以上的问题都是通

过虚拟设计和仿真进行解决的。

课程以虚拟仿真技术在车辆，航天，航空，能源，土木，机械和生命领域的应用案例

为对象，详细讲解虚拟仿真的发展流程，商业化过程，应用价值和未来前景。使得学生可

以了解当今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发展、执行和提升的基本流程；并提升学生自身对于现代化

工业体系的融合度，为其后就业提供一个可以用于评估个人发展方向的借鉴。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课程地位：课程考虑到虚拟仿真技术在现今工业化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其中工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使用-运维都需要借助于虚拟仿真技术手段来进行辅助。其

中如德国政府提出的的工业 4.0 高科技战略计划。就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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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商

业伙伴。其技术基础中就包括了是虚拟仿真技术。而我国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立柱于我

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

进程，显著增强综合国力，支撑世界大国地位。并提升中国制造业仍自主创新能力、资源

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其中虚拟仿真技术方案将在这一过

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在工业体系中，虚拟仿真于设计技术已经在国内各个行业中广泛接受，并开展占

有重要地位。而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对于实际各类虚拟仿真技术如何如实际设计，研发和制

造结合的详细过程和案例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没有基本概念。因此有必要让学生了解和熟

悉虚拟仿真计算对于现代化工业的作用，并探究虚拟仿真技术对于未来工业化进一步发展

过程的影响。本课题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

（CAE）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技术在汽车，航天，航空，能源，土木，机械和生命

工程领域应用案例和应用前景。通过各类工程案例扩展学生的工程知识（教学目标 1），

通过谈论和实例争强学生问题分析（教学目标 2）的能力；借由介绍各个行业的先进技术

使学生认识工程与社会（教学目标 6）的密切关系；此外课程融合了多门学科中来让学生

了解、理解和掌握到国内各类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水平进而建立终身学习（教学目标 12）的

习惯。

教学目标：（1）工程知识；（2）问题分析；（6）工程与社会；（12）终身学习。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1、课程内容

本课程以通识课，并不需要学生在前期学习相关的基础和专业类课程。但是应尽量要

求学生背景为工科专业，学生对于课程内容认知程度分为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面。学

习通过计算机虚拟仿真技术建立实际工程模型的方法，主要教学要点包括：（1）工业化发

展史（此章以了解为主）；（2）CAE、CAD 和 CAM 的发展过程（此章以了解为主）；（3）

虚拟仿真技术在汽车行业中的发展与应用（此章以理解为主）；（4）虚拟仿真技术在航天行

业中的发展与应用（此章以理解为主）；（5）虚拟仿真技术在航空行业中的发展与应用（此

章以理解为主）；（6）虚拟仿真技术在能源行业中的发展与应用（此章以掌握为主）；（7）

虚拟仿真技术在土木行业中的发展与应用（此章以掌握为主）；（8）虚拟仿真技术在机械行

业中的发展于应用（此章以理解为主）；（9）虚拟仿真技术在生命科学中的发展与应用（此

章以了解为主）。

2、课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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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章节名称 教学内容及重点 ( ▲)、难点（*）
课程目标 ( √)

1 2 6 12

第一章 工业化

发展史（绪

论）

（1）工业化的基本概念▲;（2）工业革命-一战期间古典工业化

发展过程；（3）二战前工业化发展的进程▲;（4）计算机的发展

与近代工业化的结合▲*；（5）计算机在现代化工业化工程领域

的应用前景和重要性▲。

√ √

第二章 CAE、

CAD 和 CAM

的发展过程

（1）CAD软件的起源和发展；（2）CAE软件的起源和发展；

（3）CAM 软件的起源和发展▲;（4）理解 CAD、CAE和 CAM
在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作用▲。

√ √

第三章 虚拟仿

真技术在汽车

行业中的发展

与应用

（1）虚拟仿真技术在轮胎方面的应用；（2）虚拟仿真技术在车

辆碰撞方面的应用▲ ;（3）虚拟仿真技术在汽车前端 IP 结构中

的应用▲;（4）虚拟仿真技术在线束结构中的应用▲;（5）虚拟

驾驶技术▲*；（6）虚拟仿真技术在车辆发动机中的应用▲。

√ √ √

第四章 虚拟仿

真技术在航天

行业中的发展

与应用

（1）航天领域的发展史与航天器简介；（2）航天发动机的虚拟

设计与仿真▲*；（3）航天运载设备的仿真设计与分析▲;（4）航

天储箱的设计与分析▲;（5）航天固体发动机仿真分析与设计

▲;（6）航天阻热材料的虚拟研发流程与必要性*。

√ √ √

第五章 虚拟仿

真技术在航空

行业中的发展

与应用

（1）航空工业化流程与我国航空工业化体系简介▲;（2）航空

载具的多目标优化设计理念与虚拟仿真的结合；（3）飞机气动

外形的设计方法与虚拟仿真结合案例分析；（4）飞机内部舱体

的虚拟设计与仿真技术案例▲;（5）复合材料机翼的制造过程案

例分析▲*；（6）航空发动机虚拟仿真分析▲;（7）鸟撞虚拟仿真

分析案例▲*。

√ √ √

第六章 虚拟仿

真技术在能源

行业中的发展

与应用

（1）虚拟仿真技术在风能塔架中的应用▲。（2）虚拟仿真技术

在风机中变数齿轮中的应用▲;（3）虚拟仿真技术在大坝结构工

程中的应用▲;（4）虚拟仿真计算在水利发电机中的应用案例分

析；（5）虚拟仿真计算在核能行业应用中的案例分析▲*；（6）

虚拟仿真计算在光伏设备中的应用案例分析▲*。

√ √ √

第七章 虚拟仿

真技术在土木

行业中的发展

与应用

（1）虚拟仿真技术在地铁开挖应用案例分析▲;（2）虚拟仿真

技术在建筑结构中的应用案例▲;（3）虚拟仿真技术在桥梁建组

中的应用案例▲ ;（4）虚拟仿真技术在道路工程中的应用案例

▲*。

第八章 虚拟仿

真技术在机械

行业中的发展

于应用

1）虚拟仿真技术在机械加工中的应用案例分析▲ ;（2）虚拟仿

真技术在传动结构中的应用案例▲;（3）虚拟仿真技术焊接应用

案例分析▲;（4）虚拟仿真技术冲压技术的应用案例与分析▲*。

√ √ √

第九章 虚拟仿

真技术在生命

科学中的发展

与应用

（1）虚拟心脏（Living Heart）技术案例分析▲;（2）虚拟仿真

技术在心脏支架设计中的应用▲;（3）虚拟仿真计算在药物开发

中的应用▲*。

√ √ √

3、支撑毕业要求项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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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知识；（2）问题分析；（6）工程与社会；（12）终身学习。

四、教学环节安排与要求

1. 课堂讲授：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期末考核等。课堂讲授

30 学时，期末考核 2 学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而地下空间的规划、设计、施工技术

理论是土木工程中的一个专业分支，专业性强，学科交融多。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

学习的内容，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采用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

和日常生活相结合，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2.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具体为第三章到第九章，共 7个作业，学

生可以在其中任选 4个。作业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虚拟仿真技术在各个行业中

的应用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3.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写论文一篇；（2）开卷考试；（3）闭

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听

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60%，期终考试占 40%（执行标准见表 3）。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1.教授方法：以讲授为主（课内 24），讨论为辅（8学时）。课内讲授推程实践型教学，

以基本知识为载体，传授实用的软件建模方法，引导学生从理论学习向工程实际靠拢。

2.学习方法：在共内外大型企业的工业化案例讲解为主，结合授课讲解，PPT 教学和

视频案例等；注意从实际问题入手，归纳和提取现代工业化体系的基本特性，如何进行虚

拟仿真设计。并熟悉虚拟仿真工具及一些软件的具体操作步骤。

六、学时分配

表 2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计
讲课 习题 实验 上机 讨论

1 工业化发展史（绪论） 2 2

2 CAE、CAD和 CAM 的发展过程 2 1 3

3 虚拟仿真技术在汽车行业中的发展与应用 3 1 4

4 虚拟仿真技术在航天行业中的发展与应用 3 1 4

5 虚拟仿真技术在航空行业中的发展与应用 3 1 4

6 虚拟仿真技术在能源行业中的发展与应用 3 1 4

7 虚拟仿真技术在土木行业中的发展与应用 3 1 4

8 虚拟仿真技术在机械行业中的发展于应用 3 1 4

9 虚拟仿真技术在生命科学中的发展与应用 2 1 3

合计 24 8 32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1.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地下空间的



31

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2.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个人心得；（2）写论文一篇；（3）
开卷考试；（4）闭卷考试。四种方式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

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60%，期终考试占 40%。

表 3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作业 40 评分等级和考核见表 4
出席 10 评分等级和考核见表 4

课上表现 10 评分等级和考核见表 4

期末 40
写个人心得；课程论文一篇；开卷考试；闭卷考试。四选其一，具体见

表 4

表 4 考核环节及质量标准

考

核

方

式

评 分 标 准

A B C D E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作

业

完全掌握所学理

论及方法，完成

全部作业，准确

率 90%以上

很好掌握所学理论

及方法，完成全部

作业，准确率 80%

以上

较好掌握所学理论

及方法，完成部分

作业，准确率 70%

以上

一般掌握所学理论

及方法，完成部分

作业，准确率 60%

以上

不满足 D

要求

出

席

全部出席 缺席 2 次 缺席 4 次 缺席 6 次 不满足 D
要求

课

上

表

现

积极参与或发

言，有新见解或

创新

积极参与或发言，

有一定见解

不主动参与或发

言，有一定见解

不主动参与或发

言，无新意 不满足 D

要求

考

试

很好地综合运用

理论知识解决工

程问题，成绩优

较好地综合运用理

论知识解决工程问

题，成绩良

能够综合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工程问

题，成绩中等

能够运用理论知识

解决大部分工程问

题，基本合格

不满足 D

要求

评分标准（A～E）：主要填写对教学内容中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的掌握，及综合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要求。

制定者：曹鹏

批准者：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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