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识课课程教学大纲模板（2017.6.30 版） 

【材料科学与人类文明】 

【Materials science and Human Civilization】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 
课程学分：【1 学分】 
面向专业：【全校本科学生】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开课院系：商学院 
使用教材： 
《材料科技与人类文明》（赵建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 

1、《新型材料：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左铁镛，化学工业出版社） 
2、《文明与物质：从材料学视角探索中西文明差异》（毛卫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人类文明的基石:材料科学技术》，（谢长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课程网站网址：http://career.gench.edu.cn 
先修课程：【无】 

二、课程简介（必填项） 

《材料科学与人类文明》面向的是全校各系各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课程定位选修。 
回顾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材料不断进步发展的历史，材料科学每前进一小步，人类文明

就前进一大步。材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本课程主要介绍材料对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通过对材料与人类文明历史讲解，并介绍材料在电子、信息、农业、能源、交通、航空航

天、军事、生物医学等领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人类各时期材料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史中

材料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课程主要介绍材料与人类文明进步之间的关系，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说“材料是现代工业发

展的基石，是现代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和先导，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培养学生对材料发展及相关知识的正确认识，培养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去系统地独立思考问

题，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三、选课建议（必填项） 

本课程定位为通识教育选修课，适合全校各学院各系各专业 1-4 年级学生，并无先修课程要

求，建议对本课程感兴趣的学生均可以修学这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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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五、课程内容 

 
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能力要求 教学重点 

第一单元 材料与人类文明 知道材料的基本概念

和分类，人类各时期

材料发展。理解人类

的历史是一部材料不

断进步发展的历史。 

1.材料的概念与分类。

2.青铜、陶瓷等对人

类文明贡献。3.材料

科技在人类文明进

步中的作用。 

第二单元 材料与现代交通 知道材料在现代交通

领域的应用实例。理

解材料在现代交通领

域发挥的重要作用。

分析现代交通中材料

的发展趋势。 

1.汽车轻量化。2.航

空工业的轻量化。3.

轨道交通的轻量化。 

4.船舶制造的轻量化。 

第三单元 材料与现代建筑 知道建筑材料的分类

和概述。理解材料在

现代建筑领域发挥的

重要作用。分析现代

建筑中材料发展的新

要求。 

1.建筑材料。2.人居

环境与建筑材料。3. 

建筑材料的节能与环

保。 

第四单元 材料与纺织 知道纺织技术的历史

和常用的纺织材料。

理解材料在纺织产品

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评价新型纺织材

料的进步。 

1.纺织材料的历史。2.

常用纺织材料。3.新

型纺织材料。 

第五单元 材料与宝石 知道宝石的历史、文

化渊源和评价标准。

运用所学的标准，评

价宝石。分析人造宝

1.宝石的概念、分类

及特性。2. 宝石材料

特性的评价。3.人造

宝石概况。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 
LO112 

提高对材料发展以及其对

人类文明发展推动的理解

与认识。 

观看材料应用与发展

等相关视频，分组讨

论 

观后感展示、

作业评价 

2 LO514 

 

说明、分析材料科学在前

沿各领域的应用场景，并

应用所学提供解决方案。 

在线课程、自主学习 成果展示 

案例分析报告 



石与天然宝石的区别。 

第六单元 材料与人类健康 知道合成材料在人体

健康领域的应用实例。

理解新材料在帮助人

类营养保健与战胜疾

病方面的重大贡献。

评价合成材料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 

1．血液相容性材料。

2．组织相容性材料。

3．生物功能材料。

4．药物传递材料。 

第七单元 材料与清洁能源 知道清洁能源的分类

和典型的材料应用实

例。理解材料创新技

术在能源领域的不可

替代性。 

1．燃料电池贮氢材料。

2．太阳能电池材料。

3．核能用稀有金属材

料。 

第八单元 材料与生态环境 知道人类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责任。理解材

料应用产生的环境影

响，材料与环境的关

系。评价材料对环境

影响的标准。 

1.人类的环保责任 2.

材料与资源、环境的

关系 3.材料的环境

影响评价（LCA）4.材

料的生态设计与典型

环境材料。 

 
 
 
 
 

    

 

 

 

 

 

 

 

 

 

 

六、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人： 
系主任审核签名： 
审核时间： 

总评构成（Xn） 评价方式 占比 

X1 小组展示 40% 

X2 课堂提问 20% 

X3 平时作业 40% 

 合计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