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2014 年设立的社交网络

分析是国际关系学院的一门面

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本科生必修课，同时也为网络空

间安全专业的本科生提供选修，

让学生有多种课程选择。该课

程以基于信息学、数学、社会学、

管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融合

理论和方法，为理解人类各种社

交关系的形成、行为特点分析以

及信息传播的规律提供一种可

计算的分析方法。

由于社交网络分析这门课

程所学内容非常庞杂，所以授课

老师会在课堂上剖析各种真实

应用场景展开教学。如在学习

操作和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时，使用了全球各国间钢铁贸

易、作者合作网络、微博用户互

关注网络等案例。授课老师还

要求学生调查学生间的某种网

络关系，如一同就餐网络、合作

完成作业网络、一同外出旅游网

络、共同参加兴趣小组网络、微

信朋友圈网络等。除此以外，课

程还引入了社交网络大数据分

析平台，该平台融合了数据采

集、数据分析、信息传播预测和

舆情分析等模块，为实践教学提

供了保障。

社交网络分析课程虽属于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但

与专业内其他课程的学习内容

与研究对象却大相径庭。相比

于扎堆儿的计算机类课程，社交

网络分析则是将数学和计算机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用其进行社

会科学的研究，且领域相当广

泛，如结构洞、长尾理论、六度分

隔、随机网络、无标度网络等概

念，以及 Gephi、Pajek 等社交网

络软件的学习掌握。

那么社交网络分析这门课

程到底有何用处呢？授课教师

杨良斌介绍，该课程主要分为三

方面：一是学习社交网络分析的

理论架构、基本原理和理

论、社会网络资料类型

和收集方法、社交网

络分析等基础知识

的应用；二是以社会

计算、舆情安全及交

互式新型信息共享与

信息服务的需求为牵

引，从复杂网络系统模

型、新型信息服务框架等

角度出发，研究下一代信

息服务与内容相结合的有效

平台与新型应用，并将社会计

算理论方法应用于情报与安

全信息学、互联网舆情计算、突

发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制造等

领域；三是从社交网络与国家安

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

和、社交网络中的隐私保护等角

度讲述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主

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利用社交网

络分析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社交网络分析：

用理工学科研究社会学

你知道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有哪些吗？你听说过

高脚马、珍珠球、陀螺、抛绣

球、抢花炮、三人板鞋、蹴球、

藤球吗？你知道这些课程背

后的故事吗？

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授

课教师，中央民族大学体

育学院副院长宗雪飞介

绍，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

用设立的初衷，一是

为了加强学校体育学

院本科专业建设、提升体

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教学

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性思

维、突出本科专业课程体系

的特色；二是立足学校优势特

色，建立传统体育课程群、促

进民族文化复兴和体育强国

的早日实现。

作为一门面向体育教育

专业本科学生的选修课程，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源开

发与利用与其他专业课程最

大的区别在于——创造。宗

雪飞介绍，该课程不仅要求学

生传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

技能和能力，其教学重点更在

于让学生能创造性地开发设

计适合在中小学体育课讲授

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

源及利用，从而传播民族传统

文化、技能和体育精神。

该课程的教学聚焦民族

传统体育，从八个方面展开

教学：民族体育课程资源的

特点与分类；开发与利用民

族体育课程资源的意义；开

发与利用民族体育课程资源

的途径和方法；民族体育课

程场地器材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开发

与利用案例分析；民族传统

体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制作、

直播讲解信息化教学资源练

习、PPT 配音；民族传统体育

课程教学设计、教学实践检

验；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的评价。

以上教学内容，通过理论

学习、分组创意和设计开发、

教学演练、互动互评、修改完

善的模式，让学生既可以从宏

观层面了解民族传统体育特

性，又在微观层面掌握了课程

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方法，以及

作为教师如何完整有效进行

教学的能力。

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等非法添

加物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令人闻“食

品添加剂”色变；但是，食品添加剂能

改善食品的品质和色香味，在防腐保

鲜上功不可没，与人们健康息息相

关。如何正确看待食品添加剂也成为

大学课堂的课题之一。北京工商大学

将食品添加剂课程设为食品科学与工

程和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专业的一门

专业核心课。

作为一门专业课程，食品添加剂

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食

品添加剂的种类、性能应用和管理规

范，为其日后的工作、科研等打下坚实

基础，因而对于食品相关专业本科学

生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

的意义。

自 2004 年，北京工商大学就将食

品添加剂课程设为一门专业限选课

程。为扭转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

错误认知，加强专业学生教育，课程

组不断加强课程建设，经过多年探

索，学校校长、课程负责人孙宝国院

士提出“知行融合，服务社会”的理

念，带领团队探索创新培养食品添加

剂特色人才新模式，规划、指导团队

开展培养食品添加剂特色人才的教学

改革与创新工作。

食品添加剂课程具有应用性强、

理论知识抽象的特点，在教学中，仅依

靠传统授课模式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因此，教师将课堂开到社区、超市和食

品市场里，通过学生调研、讨论，教师

点评、纠错等方式提高学生的思辨能

力。为了让课堂更生动，打造多角色

课堂，学院定期聘请食品添加剂生产、

使用企业技术人员以及食品添加剂监

管领域专家，分别针对食品添加剂生

产、使用、流通、监管等实际环节面临

的问题结合当前食品领域热点问题进

一步解析，不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

对企业、监管、研究院所等单位工作的

认识，提高学习积极性。

此外，授课团队教师每年会指导

学生参加国内外大学生食品相关的各

种创新大赛，把课堂中学到的专业知

识运用于产品创新、配方设计、工艺

改良过程，强化学生对食品添加剂的

认识，进一步延伸实践环节的广度和

深度。

“葡萄酒酒水知识这门

课程是我大学四年里最喜欢

的课之一。”中瑞酒店管理学

院大四学生黄念儿说。课堂

上，她不仅学到了葡萄酒基

础知识，如不同葡萄品种的

特性，不同产区生产的葡萄

酒特点等，还学会了盲品和

侍酒服务。这在她后来的酒

店餐饮部实习中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这门课不单单教

会我们专业知识，更重要的

是让我们感受优雅的葡

萄酒文化，拓宽我们的

视野，让我们进入社

会工作之后，在各种

应酬中更加从容自信。”

黄念儿说。

葡萄酒酒水知识与

中瑞酒店管理学院的其

他课程一样，以业界需

求为导向，注重搭建真实的职

业育人环境，强化沉浸式全景

育人效果，将学生培养成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和

职业技能的优秀人才。作为

学校的重点核心课程，葡萄酒

酒水知识正符合学生未来职

业发展需要。同时，学校注重

对学生全方位的培养，注重提

升学生的品味和气质，因此该

课程不仅面向酒店管理专业

的学生，学校各专业学生都可

以选修。

由于课程专业性较强，

授课老师皆由具有行业资深

从业经历的教师担任。教学

内容包括葡萄酒理论知识、

品鉴能力训练和侍酒服务三

大内容。课程会从葡萄酒的

起源、发展、分类等基础知识

讲起，再深入到不同类别葡

萄酒的制作方法、常见葡萄

品种的特征特性以及专业品

鉴训练，最后应用到如何在

餐厅管理和服务葡萄酒。课

程 不 仅 要 教 会 学 生 相 关 技

能，更强调能力素质的构建

和提升，达到内化于心的目

的。如品鉴训练，是本课程

比较独特的内容，课程由经

验丰富、在国际上通过盲品

考试的持证教师指导，教授

学生采用系统品鉴方法，对

十余款葡萄酒进行品鉴，帮

助 学 生 建 立 各 项 指 标 的 尺

度；对于香气的识别也由学

生先根据教师教授的方法分

组讨论，提出识别依据和判

断，然后教师会对学生的分

析给予点评和指导，帮助学

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学

到真本领。

2020 年，在人社部发布的

16个新职业中，“供应链管理师”

榜上有名。作为供应链管理专

业的必修课之一，物流空间学是

一门新兴课程。与其他物流相

关课程不太一样，物流空间学介

绍经济活动在空间构造中的分

布规律，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分

布与联系。

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

长姜旭希望，通过学习物流空间

学，同学们能依据课程所授的空

间学理论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科学方法，掌握物流空间学

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动向，为运用

空间环境因素来分析物流活动

的空间分布与物流活动的区位

特点打下坚实基础，进而提升解

决供应链中现实问题的能力，为

今后从事物流工作和研究提供

理论依据。

作为交通运输基础性、战略

性、方向性、关键性的物流业，如

何加快提升物流供应链能力和

体系建设，努力实现物流业与制

造业互动融合尤为重要。针对

这一关键问题，姜旭组织开设了

物流空间学课程，关注空间规划

与产业发展，借资源集聚优势，

助力供应链高质量集群化发展，

其研究探索，正当其时、正应其

势。目前，物流空间学已成为

学校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专业

本科生的必修课程。该课程包

括物流空间的演变和布局，针对

物流网络设计、产业集群与物流

集群、区域物流与国

际物流、物流与可持

续发展和应急物流

的 空 间 研 究 等 内

容。除物流相关

部分外，还包括区

位、区位理论、区

域物流等地理相关

内容。

一位供应链管理

专业的学生表示，物流空

间学这门课程让他对供应

链管理阶段的通运、通配、通

销、通存、通包有了更加形象

的认识。此外，通过对物流空间

点、线以及整个网络作出分析，

也加强了他对物流空间合理布

局影响因素的理解。

▶物流空间学：

用地理解构物流难题

▶食品添加剂课程：

将课堂搬到超市

▶葡萄酒酒水知识：

品鉴红酒也是一门学问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探究抛绣球、抢花炮背后的故事

◀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酒水教师在为学生讲授酒

水知识。 学校供图

◀ 中央民族大学抛绣

球项目小组在给课上为同学

们讲解动作和比赛规则。

学校供图

（本报记者 岳 阳 许 卉 蔡文玲）

▶ 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宗

雪飞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授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课程。

学校供图

▶中瑞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

学生在学习葡萄酒品鉴。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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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委近日公布2022年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名单，294位高校教师的课程入选。这些高校里的“爆款”课程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让学生们纷至沓来？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些“优质本科课程”中，既有由本校优势专业开设的必

修课，以更高标准提升学生的专业核心素养，如“食品添加剂”“物流空间学”课程；也有可供辅修的选修课，以兴趣为导向拓展学生的实用技能，如“社交网络分析”“葡萄酒酒水知识”以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这些自

带吸睛体质的“神仙课”虽有类别之分，但在课程上都蕴含了任课教师先进的教学思想与独树一帜的教学方法。这些“真正有用”的课程，令人心向往之。

这些学生喜爱的“神仙课”是如何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