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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识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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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全校各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1、中国象棋实战技巧 课程代码 0711220013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邹志明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7学期 总学时 30 其中实践学时 2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非必填，根据实际填写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中国象棋的渊源、基本规则、计算机信息类课程。

B

课程描述

中国象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源远流长，趣味浓厚，规则简明。属于二

人对抗性游戏，是一款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益智游戏，学生通过本课程学习后，

在遵守每个棋子走法的基础上，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和提高。通过课程实践，找有

经验的人学习对弈或者到网上捉对厮杀，以此来掌握必要的实战技巧，为丰富学

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打下必要的技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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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认识棋盘，了解一些简单的象棋术语。掌握象棋的基本规则，会比较完整

地下一盘棋，能与他人对弈。在实战中学会缜密思考、认真应对的策略。

2.认识“将军”在实战中的重要性，学会如何取胜，具备会下棋选手的技能，

在实战中灵活应将。在困境中锤炼顽强拼搏，不浮躁、不服输的精神。

（二）能力

3.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祖国；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

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4.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

程职业道德，履行责任。

（三）素养

5.重视培养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6.培育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素养。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

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具有科学精神、人文

修养、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了解国情

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课程目标 1、2、3

9.职业规范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

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

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履行责任。
课程目标 1、2、3、4

10.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

承担个体，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

色。 课程目标1、2、3、4、5

13.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课程目标1、2、3、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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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行棋知识 1 3 4

第二章 基本杀法 2 2 4

第三章 基本战术
2 4 6

第四章 开局要领与浅解 1 3 4

第五章 对局选解与对弈 2 4 6

第六章 实战技巧演练与提高
2 4 6

其他（总结复习、期末考试） 2 2

合 计 32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 行棋知

识

1.1 棋盘与棋

子 1.2

棋子的摆法与

走法

1.3 吃子法

1、3、4、5、

6

提出问题：如何

看待中国象棋的

国粹地位

培养良好的思

想品德和健全

的人格，热爱祖

国，具有人文修

养、职业素养、

社会责任感和

积极向上的人

生态度。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2
1.4 基本将法

1.5 胜和负

1.6 常用术语

2、3、4、5、

6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3
第二章 基本杀

法

2.1运用车的杀

法 2.2运

用马的杀法

2.3运用炮的杀

法

1、2、3、4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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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4 多兵种联

合杀法

2. 5 特殊杀法

熟悉并能随机

运用

1、2、3、4、

5

提出问题：如

何做到能打

仗，打胜仗

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科

学排兵布阵，

统筹兼顾，缜

密思考。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5
第三章基本战

术

3.1 捉双

3.2 闪将

3.3 抽将

2、3、4、5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6
3.4 引离

3.5 堵塞与拦

截 3.6 牵制

与腾挪 3.7

封锁与借力

2、3、4、5、

6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7
3.8 迂回与交

换 3.9 等

着、困子与困毙

3.10 解将还将

与解杀还杀

2、3、4、5、

6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8
第四章开局要

领与浅解

4.1 开局的基

本原则

4.2遵循或违反

开局基本原则

的实例分析

1、2、3、4、

5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9
4.3 中炮类开

局 4.4

马相兵类开局

2、3、4、5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10
第五章 对局选

解与对弈

5.1象棋大师赛

局实例分析讲

解

5.2 学习象棋

大师技艺及风

3、4、5、6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11 5.3 名局欣赏

5.4 对局与比

赛 1、3、4、5、

6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12
5.4 对局与比赛

5.5 比赛规则等

1、2、3、4、

5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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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六章 实战技巧

演练与提高

6.1 对局教学与

实战

1、3、4、5、

6

提出问题：如

何理顺个人和

团队的关系。

发扬主人翁

精神，做好分

工合作和终

身学习。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14
第六章 实战技巧

演练与提高

6.2 比赛与挂盘

讲解

1、2、3、4、

5、6

课堂讲授+

实战指导

15 总结与考核 1、2、3、4、

5、6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30%）
作业、考勤 、课堂活动

1、2、3、4、5、6

期末（70%） 棋力评估、比赛成绩 1、2、3、4、5、6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中国象棋高级教程 象棋布局技巧

学习资料：

[1]象棋基本杀法

[2]象棋布局技巧

[3]胡荣华象棋名局赏析

[4]中国象棋弃子攻杀法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学习通教学平台（或企业微信）+现场指导

K

注意事项

https://www.so.com/s?ie=utf-8&src=know_side_nlp&q=%E4%B8%AD%E5%9B%BD%E8%B1%A1%E6%A3%8B%E9%AB%98%E7%BA%A7%E6%95%99%E7%A8%8B&ob_ext=%7b
https://www.so.com/s?ie=utf-8&src=know_side_nlp&q=%E8%B1%A1%E6%A3%8B%E5%B8%83%E5%B1%80%E6%8A%80%E5%B7%A7&ob_ext=%7b
https://www.so.com/s?ie=utf-8&src=know_side_nlp&q=%E8%B1%A1%E6%A3%8B%E5%9F%BA%E6%9C%AC%E6%9D%80%E6%B3%95&ob_ext=%7b
https://www.so.com/s?ie=utf-8&src=know_side_nlp&q=%E8%B1%A1%E6%A3%8B%E5%B8%83%E5%B1%80%E6%8A%80%E5%B7%A7&ob_ext=%7b
https://www.so.com/s?ie=utf-8&src=know_side_nlp&q=%E8%83%A1%E8%8D%A3%E5%8D%8E%E8%B1%A1%E6%A3%8B%E5%90%8D%E5%B1%80%E8%B5%8F%E6%9E%90&ob_ext=%7b
https://www.so.com/s?ie=utf-8&src=know_side_nlp&q=%E4%B8%AD%E5%9B%BD%E8%B1%A1%E6%A3%8B%E5%BC%83%E5%AD%90%E6%94%BB%E6%9D%80%E6%B3%95&ob_ext=%7b
https://www.so.com/s?ie=utf-8&src=know_side_nlp&q=%E8%B1%A1%E6%A3%8B%E5%AE%9E%E7%94%A8%E6%9D%80%E7%9D%80&ob_ext=%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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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8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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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三创学院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2、创新基础 课程代码

00010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宋育红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

开课学期 第二 总学时 16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基础物理、基础化学等通识课

后续课程：专业实习见习、学生的毕业论文。

B

课程描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教育部正式下文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要求从 2016 年起所有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对全体学生开设创新创业教

育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分管理。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融

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本课程响应《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闽教学〔2018〕2 号），面向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

求，定位于大学生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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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通过开设创新创意基础课程，使学生掌握创新创意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

创新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方法，训练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初步培养学

生商业创意开发的能力，为学生创业、就业扫清思维障碍。

1、知识

掌握创新、创意的基本知识和理论

掌握创新技法

2、能力

创意

创新能力

掌握创新技法

结合旅游学知识，培养旅游创新能力。

3、素质

保持好奇心、热情、坚持不懈、细心观察 ，突破创新思维障碍，激发学生创新热

情，开学生创新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人格。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思想品德
具有科学精神、职业素养 课程目标 1、2、5

3.问题分析 能够用所学课程的基本原

理，解决部分生活中的痛点

问题。
课程目标 3、4

4.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

能够在设计环节体现创新意

识。
课程目标3、4

9.职业规范

具有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

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履行

责任。

课程目标 6

13.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

展的能力。

课程目标1、2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创新与创新思维 2 2

第二章 创新方法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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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明原理及应用 2 2

第四章 功能分析 2 2

第五章 因果链分析与剪裁 2 2

第六章 技术矛盾及解决方法 2 2

第七章 物理矛盾及解决方法 2 2

学生学习成果简报（创新路演） 2 2

合计 16 16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 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 创新与创

新方法

课程目标

4、13

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我国

自主创新能

力的 提高是

中华民族生

存和发展的

激发学生爱

国情怀

多媒体教

学

2

第二章 创新思维

课程目标

3、4

多媒体教

学

3

第三章 发明原理及

应用

课程目标

3、4

多媒体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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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功能分析

课程目标

3、4、5

多媒体教

学

5

第五章 因果链分析

与剪裁

课程目标

3、4、5

多媒体教

学

6

第六章 技术矛盾及

解决方法

课程目标

3、4、5

多媒体教

学

7

第七章 物理矛盾及

解决方法

课程目标

3、4、5

通过创新方

法中物理矛

盾及解决方

法的案例分

析，学习类似

问题的解决

方法。

理论联系实

际，学以致

用，达到举

一反三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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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生学习成果简报

（创新路演）

课程目标

10、11

学生学习成

果简报制作

成PPT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

创新路演

理论联系实

际、学以致用

培养学生团

队协作精神。

创新路演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50%） 出勤30%、作业20% 课程目标1、2、4、5

期末（50%） 期末创新路演50%
课程目标3、4、5、10、

11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马立修主编.创新方法基础[M].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08

学习资料：

[1]张志胜.创新思维的培养与实践[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2]苏振芳.创新思维方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王立竹.你没听过的创新思维课[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4]吴寿仁，创新思维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5]许勋恩.创新创意基础[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0 月。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网络教学平台

K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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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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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绿色化学协会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3、锂离子电极材料 课程代码 0711220007

课程类型 通识选修课 授课教师 杨川宁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无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较全面地总结了目前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电化学材料

（新型锂离子电池材料、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光学材料（第三代半导体照明、

激光显示材料）、热电转换材料以及石墨烯器件等研究热点领域的现状及存在问

题，并介绍材料通用表征手段，使同学们更好的理解材料-结构-性能之间的关系。

同时课程最后，利用热电材料、锂离子电池、石墨烯复合的半导体器件组装成一

个正常工作的发光显示器件，总体统一本课程内容。该课程是材料专业必修课程,

适合修完一定基础课程的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学生选修,如大三及大四。

C

课程目标

1. 知识

1.1 可系统学习新能源材料的基本工作原理和最新前沿知识；

1.2 掌握基本的材料表征手段、分析方法，理解材料-结构-性质的关系。

2. 能力

2.1 培养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基本的科研素养；

2.2 熟悉锂离子电池领域的重要进展和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现状。

3. 素养

3.1 了解国内外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现状，积累在相关行业就业的初步能力；

3.2 明确锂电池领域未来发展趋势及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具备立足该

领域，践行为人们服务的社会责任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担当。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材料化学专业知识相结合，
课程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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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化学、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 别、

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课程目标 2、3

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材料化学问题、开

发、选择与使用适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

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工程

问题 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

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3

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材料科学和工程相

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

评价 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

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 法律以及文化

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课程目标4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

展的 能力。

课程目标5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新能源材料概论 4 4

第二章材料物性分析 4 4

第三章电化学材料 6 6

第四章热电材料 6 6

第五章 富勒烯的研究与应 6 6

第六章节能材料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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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2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

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新能源材

料概论

1.1,1.2,2.

1,2.2,3.1

组织学生讨论我

国锂电池发展现

状。

使学生深刻

体会到社会

主义制度的

多媒体讲授小组

讨论

2 第二章材料物性

分析

1.1,2.1,3.

2

组织学生讨论常

见锂电池的前沿

科技。

培养学生崇

尚科学，实

事求是的行

多媒体讲授

小组讨论

3 第三章电化学材

料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4
第四章热电材料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5 第五章 富 勒 烯

的研究与应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6 第六章节能材料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40%）
出勤20%

课堂20%
课程目标1.1,1.2,2.1,3.2

期末（60%） 课程论文 课程目标1.1,1.2,2.1,2.2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新能源材料，雷永泉，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

学习资料：新能源材料—基础与应用，艾德生，高喆，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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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9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1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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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全校各专业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4、英文电影赏析 课程代码 0711220017

课程类型 通识选修课 授课教师 杨川宁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无

B

课程描述

《英文电影赏析》旨在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化

艺术修养，并进一步促进英语的听说能力。本课程是一门任选课，非英语专业的

各专业学生都可以选修。

C

课程目标

1. 知识

1.1 通过欣赏近几年来流行较广的经典影视作品，以及展开对这些影视作品的

评论，让学生了解英语电影艺术发展史；

1.2 提高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及对影视作品的鉴赏和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审美情

趣。

2. 能力

2.1 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增强我校学生欣赏英美原版电

影的能力和水平；

2.2 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化社会的了解。

3. 素养

3.1 提高学生在真实语境中的听说能力和交际能力；

3.2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和拓展视野。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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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思想品德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

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

祖国，
课程目标 1.1

职业规范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

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

遵守工

课程目标 1.2,2.1

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

承担个体，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

色

课程目标2.1

沟 通 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

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

和交流

课程目标2.2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课程目标3.2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英语电影赏析简介
3 3

第二章 世界电影发展史，电影类别及特点
3 3

第三章 好莱坞电影发展史及星光大道
3 3

第四章 国际电影节及奥斯卡金像奖
3 3

第五章 音乐片简介及名作赏析：雨中曲
3 3

第六章 动画片简介及名片赏析：冰雪奇缘
3 3

第七章 爱情片简介及名片赏析：诺丁山
3 3

第八章 动作片简介及名片赏析：变脸
3 3

第九章 剧情片简介及名片赏析：阿甘正传
4 4

第十章 科幻片简介及名片赏析：人工智能
4 4

合 计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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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

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 英语电影

赏析简介

1.1,1.2,2.

1,2.2,3.1

组织学生讨论英

文电影中的美学

信息。

使学生深刻

体会到社会

主义制度的

多媒体讲授小组

讨论

2
第二章 世界电影

发展史，电影类

别及特点

1.1,2.1,3.

2

组织学生讨论英

文电影语言

培养学生崇

尚科学，实

事求是的行

多媒体讲授

小组讨论

3
第三章 好莱坞电

影发展史及星光

大道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4
第四章 国际电影

节及奥斯卡金像

奖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5
第五章 音乐片简

介及名作赏析：

雨中曲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6
第六章 动画片简

介及名片赏析：

冰雪奇缘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7
第七章 爱情片简

介及名片赏析：

诺丁山

1.1,2.1,2.

2，3.1,3.2

多媒体讲授

8
第八章 动作片简

介及名片赏析：

变脸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9
第九章 剧情片简

介及名片赏析：

阿甘正传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10
第十章 科幻片简

介及名片赏析：

人工智能

1.1,1.2,2.1,

2.2

多媒体讲授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40%）
出勤20%

课堂20%
课程目标1.1,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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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60%） 课程论文 课程目标1.1,1.2,2.1,2.2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无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9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3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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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3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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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生物技术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5、中学生物教学轮 课程代码
0711220
028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杨琳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18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基因工程、发酵工程

后续课程：生物制药、酶工程、生化工程

B

课程描述

《高中生物教学法》立足国内教育改革的推进和生物课堂教学的实践，以

及国际科学教育的发展，旨在提高职前生物学教师的教学理论和技能，同时助力

生物学教学论课程目标的达成。课程重点强调了对深恶学核心素养的理解和生物

学课堂改革的方向与任务，凸显了对科学本质理解的要求和对科学教育理论的理

解与应用。

C

课程目标

（一） 知识

1 理解中学生物课程、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2 掌握生物学教育的学习和教学理论、教学策略、基本教学技能。

3 了解生物学教师的专业素养发展与教育研究及国际学科教育发展。

（二）能力

1 学会课堂中的多种教育技术、生物教师的备课和生物教学评价。

2 学会生物校外活动与教学中的AQ。

（三）素养

1 树立正确的基因伦理观念，重视事实就是的科研态度，秉承实践求真知的

传统，培养刻苦钻研的精神。

2 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培养有创新意识能解决实

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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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生物专业知识相结合，并用

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

实务技能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生物专业知识相结合，并用

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2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课程目标2

沟通
能够就生命科学和复杂工程问

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

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

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

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

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

进行沟通和交流。

课程目标2.3

思想品德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

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具有科学精神、人文

修养、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了解国情

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课程目标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核心素养篇：教育到底为什么 4 0 4

教学设计篇：精心设计的教学 2 2 4

课堂实践篇：如何上好一堂课 2 2 4

评价反馈篇：教学与学业评价基本方法的实践应用 2 2 4

现代技术篇：以“教”促“学”，教学相长 2 2 4

专业成长篇：人是第一发展要素 2 2 4

片段教学实训与评价（一） 0 4 4

片段教学实训与评价（二） 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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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4 18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核心素养篇：

教育到底为什

么

1、2、3 科学素养 培养严谨的

科研态度

课堂讲授

2

教学设计篇：

精心设计的教

学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3
课堂实践篇：如

何上好一堂课

1、2、3 创新精神 通过科学家

研究过程，激

发创新思维

课堂多媒

体教学、讨

论

4

评价反馈篇：教

学与学业评价

基本方法的实

践应用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5

现代技术篇：

以“教”促

“学”，教学

相长

1、2、3 科学素养 培养严谨的

科研态度

课堂多媒

体教学

6
专业成长篇：

人是第一发展

要素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7 片段教学实训

与评价（一）

1、2、3 独立思考 基因伦理观

的树立

课堂多媒

体教学

8 片段教学实训

与评价（二）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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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实作评价（30%）
出勤10%
作业20%

课程目标3,4,5,6

微格教学（70%） 15分钟片段教学 课程目标1,2,3,6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学习资料：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微格教室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2年 2月 23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2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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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2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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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生物技术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6、舌尖上的转基因植物 课程代码
0711220
019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杨琳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1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基因工程、发酵工程

后续课程：生物制药、酶工程、生化工程

B

课程描述

《舌尖上的转基因植物》是一门简单易懂的科普课程。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介绍了转基因食品产生的生物学基础，包括基因工程的原理、转基因技

术的方法与发展，第二部分分析了转基因食品的潜在风险，包括健康的风险和生

态的风险的内容；第三部分阐述了日常生活中的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与检测，

包括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管理、检测和标识制度等。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

让你初步了解转基因食品的分子基础、潜在风险和安全管控等问题。学习本课程

在了解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能知晓科学与生活联系，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中蕴

含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解决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C

课程目标

（二） 知识

1 理解转基因的分子基础、植物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潜

在风险。

2 归纳实际生生活中的转基因产品，转基因食品对环境和生物造成的潜在风

险。

（二）能力

1 评价生活实践中转基因生物风险。

2 分析具体生活中转基因生物风险管理和外源基因检测和环境监测。

（三）素养

1 树立正确的基因伦理观念，重视事实就是的科研态度，秉承实践求真知的

传统，培养刻苦钻研的精神。

2 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培养有创新意识能解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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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生物专业知识相结合，并用

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

实务技能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生物专业知识相结合，并用

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2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课程目标2

沟通
能够就生命科学和复杂工程问

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

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

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

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

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

进行沟通和交流。

课程目标2.3

思想品德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

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具有科学精神、人文

修养、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了解国情

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课程目标3

E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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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遗传工程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4 0 4

基因工程原理和实践 4 0 4

转基因植物技术的发展 4 0 4

转基因食品对健康的潜在风险 2 2 4

转基因食品的生态风险 2 2 4

转基因食品生物风险评价 0 4 4

常见转基因食品 0 4 4

转基因食品外源基因检测 0 4 4

合 计 16 16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9
遗传工程的分

子生物学基础

1、2、3 科学素养 培养严谨的

科研态度

课堂讲授

10
基因工程原理

和实践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11
转基因植物技

术的发展

1、2、3 创新精神 通过科学家

研究过程，激

发创新思维

课堂多媒

体教学、讨

论

12
转基因食品对

健康的潜在风

险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13
转基因食品的

生态风险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14
转基因食品风

险评价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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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常见转基因食

品

1、2、3 独立思考 基因伦理观

的树立

课堂多媒

体教学

16
转基因食品外

源基因检测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实作评价（50%）
出勤10%
作业20%

课程目标3,4,5,6

书面报告（50%） 提交实验书面报告 课程目标1,2,3,6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学习资料：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2年 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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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审定意见：

：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2年 2月 24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2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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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生物技术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7、药用植物功能性产品开发 课程代码
0711220
018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杨琳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1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基因工程、发酵工程

后续课程：生物制药、酶工程、生化工程

B

课程描述

《药用植物功能性产品开发》是一门简单易懂的药用植物初加工产品开发

课程。它主要由两个实验实践构成，第一个实验是五指毛桃初加工制备（包括但

不限于五指毛桃免洗洗手液、五指毛桃黄酮染料等），包括五指毛桃提取液的制

备，五指毛桃初加工品制备，以及五指毛桃初加工品性能检测检测。第二个实验

实践是金线莲初加工产品制备（包括但不限于金线莲口红制备、金线莲染料制备

等），包括金线莲色素提取，金线莲初加工产品的制备，金线莲初加工产品性能

研究。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你初步了解药用植物功能性产品的开发及适用性

等问题。学习本课程在了解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能知晓科学与生活联系，用科学

知识、科学原理中蕴含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解决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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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三） 知识

1 理解药用植物五指毛桃活性成分提取和金线莲花青素提取的方法。

2 了解抗菌实验的原理，色素稳定性检测的原理。

（二）能力

1 学会制备五指毛桃免洗洗手液。

2 学会制备金线莲口红。

（三）素养

1 树立正确的基因伦理观念，重视事实就是的科研态度，秉承实践求真知的

传统，培养刻苦钻研的精神。

2 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培养有创新意识能解决实

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生物专业知识相结合，并用

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

实务技能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生物专业知识相结合，并用

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2

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课程目标2

沟通
能够就生命科学和复杂工程

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包括

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

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课程目标2.3

思想品德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

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科学精

神、人文修养、职业素养、社

会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

态度，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程目标3

E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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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五指毛桃与补骨脂素简介 4 0 4

五指毛桃补骨脂素的提取与检测 0 4 4

五指毛桃产品的制备 2 2 4

五指毛桃产品的性能检测 2 2 4

金线莲与花青素简介 4 0 4

金线莲花青素的提取与检测 0 4 4

金线莲产品的制备 2 2 4

金线莲产品性能的检测实验 2 2 4

合 计 16 16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7
五指毛桃与补

骨脂素简介

1、2、3 科学素养 培养严谨的

科研态度

课堂讲授

18
五指毛桃补骨

脂素的提取与

检测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19
五指毛桃加工

品的制备

1、2、3 创新精神 通过科学家

研究过程，激

发创新思维

课堂多媒

体教学、讨

论

20
五指毛桃加工

品性能检测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21
金线莲与花青

素简介

1、2、3 科学素养 培养严谨的

科研态度

课堂多媒

体教学

22
金线莲花青素

的提取与检测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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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金线莲加工品

的制备

1、2、3 独立思考 基因伦理观

的树立

课堂多媒

体教学

24
金线莲加工品

性能检测实验

1、2 课堂多媒

体教学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实作评价（30%）
出勤10%
作业20%

课程目标3,4,5,6

书面报告（70%） 提交实验书面报告 课程目标1,2,3,6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学习资料：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生物实验室

K

注意事项
无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2年 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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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审定意见：

：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2年 2月 24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2年 2月 25日


	一、通识选修课程
	1、中国象棋实战技巧
	2、创新基础
	3、锂离子电极材料
	4、英文电影赏析
	5、中学生物教学轮
	6、舌尖上的转基因植物
	7、药用植物功能性产品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