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简介 主讲人

1 民俗歌曲鉴赏 教育类

本课通过学习民歌的多种形式与种类，以及
它与其它艺术门类的关系，旨在引导学生了
解中华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并通过亲
自演唱，感受民歌的魅力，认识民歌的价
值，从而更激发青年学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
爱，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孟超美 教授
/南开大学

2 体育教学设计 教育类

本课程着重介绍了体育教学设计的相关问
题，包括体育教学设计的认识误区与若干现
象、体育教学要素和撰写要求以及体育教案
的撰写方法等。在注重学生身心协调发展的
前提下，巧妙地将健康教育知识贯穿到理论
与实践课中，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科学的体育
教学课程，规范体育教学设计，从而培养出
身心健康、全面协调发展的学生。

于素梅 北京
教育科学研
究院

3
语文学科课程
与教学技能

教育类

语文教学技能是一门语文专业基础课程。本
课程力图革新教师培养范式，加速教师专业
成长，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学习结束后应
使师范生具有高尚师德与教育情怀、扎实学
科知识与素养、突出的专业技能、过硬的教
育教学能力，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与自我反
思的能力，能够在中学、教育机构和其他企
事业单位从事语文教学、研究等相关工作的
高素质语文教育人才。

杜红梅  教
授
/阜阳师范大
学

4 基本乐理 教育类

基本乐理是一门讲授音乐理论知识的基础课
程，分上下两部分。老师在基本乐理的教学
中，适度引入视唱、练耳实践，形成同步教
程，使理论教学与实践相辅相成，循序渐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于基本音乐素质、
音乐技能、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提高，都
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对学好其他音乐内容
、进行音乐实践活动起到关键意义。

郭蓉 副教授
/福州大学至
诚学院

5 基础生命科学 教育类

本课程讲述了生命的物质基础、生物的新陈
代谢、细胞、基因工程、遗传病和人类基因
组计划、生物体内的信息传递、免疫系统、
能够传染致病的蛋白质粒子、多利羊带来的
挑战与困惑、生物与环境、生命起源和生物
进化等内容。

张金红  教
授/
南开大学



6 原子物理学 教育类

原子物理学是物理学（师范）专业的一门重
要基础课程,其上承传统经典物理概念，下接
现代量子力学知识，属于近代物理的理论范
畴。原子物理学采用了普通物理的描述风
格，讲述量子物理的基本概念和物理图像，
以及支配物质运动和变化的基本相互作用。

毛鸿 副教授 
/ 杭州师范
大学

7
生物教学技能

训练
教育类

本课程是由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
技术等诸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形成的、理
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的师范教育特色课。借助
信息化教学手段，通过线上线下课程的学习
和讨论交流，搭建起师生、生生之间实时沟
通的桥梁。切实提升师范生理论修养和教学
能力，有助于在职教师提升专业修养和科研
水平。

张小勇 教授 
/四川师范大
学

8
数学实验与建

模
教育类

本课程是由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两部分构成
。本课程是在学习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计算机基础等先导课程，具备了基本的数学
素养和技术技能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应用
性很强的“理实一体化课程”。

孙少平
山东劳动职
业技术学院

9 基本乐理 教育类

基本乐理是一门讲授音乐理论知识的基础课
程，分上下两部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
于基本音乐素质、音乐技能、音乐审美能力
的培养与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对
学好其他音乐内容、进行音乐实践活动起到
关键意义。

王秀玲 福建
省艺术研究
院

10 美术教学专题 教育类

本课程是美术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课程
分为美术课堂教学设计、美术课程与教学的
整体理解、中小学美术教学评价、信息技术
与美术教学的整合五个专题，通过学习，帮
助美术教师理解和掌握美术教学的多种应用
方法。促进教师将信息技术融入美术教学的
高级功能及创新应用于教学中，帮助教师向
更高的进阶迈进。 

钱 初 熹 ， 教 授  
华东师范大学艺
术学院
李英梅，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

11 教育现代化 教育类

对信息时代的教师来说，充分利用各种网络
资源和技术工具拓宽视野，提升自己的学习
水平和专业发展水平极为重要。本课程是以
多媒体教学环境和交互教学环节中运用信息
技术优化课堂教学为探讨对象，帮助教师掌
握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工作。

闫寒冰 教授
华东师范大
学



12
汉字书写艺术
与中华传统文

化
教育类

本课程作为教师教育必修课，课程主要介绍
中国书法的基本原理、基础技法以及书法文
化相关知识以及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
联，使学生了解书法的文化内涵与传统文化
的关联、形成一定的规范汉字书写能力、具
有一定的书法欣赏和创作水平。

李索  教授
大连大学
王柏松 副教
授
哈尔滨学院

13
计算机网络通

信技术
教育类

《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是城市轨道交通通
信信号技术专业的必修专业核心课程，同时
也是高速铁道技术专业、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专业、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程。

曾光 工程师 
/广东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14 艺术美学 教育类

本课程围绕何为艺术与艺术的死亡，美学与
艺术的关系，中国传统美学等多个专题展
开，旨在为学生提供一种发展着的审美观
念，让学生能够去感悟生活点滴中的艺术美
感。

李超德  教
授
苏州大学

15 计算机图形学 教育类

 《计算机图形学》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是
计算机绘图领域的基础课程。在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
和作用，其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性
强，是许多后续课程(如图像处理，模式

识别，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计算机视
觉等)的基础课程。

王维花  天
津外国语大
学

16 教育学基础 教育类

本课程从教育学概述、教育本体论、教育价
值论、教育目的论、教育主体、教育运行等
六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教育的基本问题和基本
理论。通过讲解教育学概述、教育本体论、
教育价值论和教育主体，理清“教育是什么
”和“为什么有教育”的问题。

冉源懋 教授 
/贵州师范大
学

17
林业3S应用技

术
林业类

《林业3S应用技术》课程以林业行业工作需
求为导向，按照现代林业生产的工作过程，
系统学习地理空间数据与坐标系统、GPS的操
作与应用、ArcGIS空间数据编辑与处理、
ArcGIS林业制图技术、林业遥感技术和ENVI
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应用、遥感影像数据的判
读与分类、3S技术在森林资源监管、林地更
新中的应用等。

廖永峰 副教
授 /甘肃林
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 森林防灭火 林业类

 《森林防灭火》是森林（草原）资源保护专
业、林业技术专业等林业类以及森林巡护与
森林消防岗位林草类技能鉴定培训所需的课
程。主要涉及内容林火的基础理论知识，林
火综合预测措施，林火监测与通讯，林火的
扑救技术和灾后调查与评估等。

陈春叶 副教
授 /甘肃林
业职业技术
学院



19
林业生态工程

学 
林业类

林业生态工程学是林学专业的的专业必修
课，课程主要由林业生态工程概况、人工林
培育基础知识、人工造林技术、水源保护林
工程、山地水土保持林工程、平原防护林工
程、海岸防护林工程、森林恢复与保护工程
、工矿废弃地复垦林业工程、能源林工程等
内容构成。

李玉武 副教
授/青岛农业
大学

20
公路工程造价
与软件应用

工程类

《公路工程造价与软件应用》这门课程作为
工程造价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以公路工
程造价的编制流程为主线进行讲解，包括公
路工程造价基本知识、公路工程项目划分、
公路工程定额查用、工料机预算单价计算、
施工图预算费用计算、标底与报价费用计算
、同望造价软件应用。

任莎莎 副教
授 /哈尔滨
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

21
煤矿安全生产
管理体系建设

矿业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不断提高职工安全保障能
力。通过多种形势的思想教育和安全技能培
训，切实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实现“我要
安全”的和谐理念，达到创造安全生产环境
共同享受，实现平安共同幸福的宗旨。

李翠平
山西大学

22
煤矿安全生产

技术
矿业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熟悉煤矿安全生产方针
、政策和法律法规，增强法制观念和安全意
识，提高严格执行《煤矿安全规程》、《作
业规程》和《操作规程》的自觉性，杜绝“
三违”现象。掌握本岗位的安全工作职责和
安全管理制度；了解煤矿生产技术知识；掌
握《煤矿安全规程》等对采煤安全方面的有
关规定；掌握采煤工作面质量标准。

李海燕 副教
授
山东大学

23
公路桥梁工程

造价
工程类

工程造价贯穿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是项
目能否立项和实施的核心因素。工程各类相
关专业学习中均应具备一定的造价基础知识
。本门课的开设即是打开公路工程造价的钥
匙，无论是想掌握造价基础知识还是想从事
造价专业工作，选择本门课将是您正确的开
端。

常辉 副教授 
/四川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24 外国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

类

档案的起源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祥和进步
程度密切相关，反映了人类记忆的发展脉络
和水平。本课程将以外国档案为基础，讲述
档案作为档案工作的物质基础、档案管理的
基本对象和档案学研究的基本概念，是考察
外国档案事业历史进程的一门专业课程。

曲春梅
山东大学

25
档案文献编纂

学
档案管理

类

本课程通过对档案文献编纂基本理论、档案
文献编纂工作诸环节的原则与方法、中国档
案文献编纂简史等内容的讲授，及相应实习
课程的编纂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档案文献
编纂工作的基本技能、档案文献汇编的文化
价值、中国档案文献编纂悠久历史，以满足
社会深入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对档案文献
编纂才人的迫切需求。

赵爱国 教授
山东大学



26
档案保护技术

学
档案管理

类

档案保护技术学是档案学分支学科。研究档
案制成材料变化规律和档案保护技术方法的
学科。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
。本课程将从研究档案制成材料损坏的内
因，包括纸张、胶片、磁带、光盘等承受档
案内容的载体材料和墨、墨水、油墨、印泥
、感光、磁性、激光等反映档案内容的记录
材料的分子结构、理化性质及其耐久性等内
容进行讲解。

陈晓莹
山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