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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酿酒科学与酒文化》公共选修课程
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孔维宝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中国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美
学、食品营养学和医学等方面均有价值。为适应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和大学生主体的科技文化期待，申请开设了综

合教育类公共选修课《酿酒科学与酒文化》。结合教学实践，初步探讨该课程建设的相关问题，包括教材的选取、课程

内容的设置、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建设的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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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 and Some Thoughts of College Public
Optional Course of Brewing Science and Wine Culture

KONGWeibao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win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 connotation is rich and diversified. It has multiple values of
literature, history, archaeology, ethnology, aesthetics, food nutrition and medicin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a-
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author applied for opening college public optional course “Brewing science and wine culture ”. After a period of
teaching practice,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were summed up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curriculum
content setting, and the existed problems in teaching etc. Besides, some thoughts on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were also elaborated.
Key words: brewing science and wine culture; college public optional course; teaching practice

酒是一种天然产物， 更是一种社会活动不可或缺的

润滑剂。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名醇佳酿和优秀的酒文化

传统。 酿酒工业是古老的行业，与几千年的历史及人类文

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及医学医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社

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酿酒工业不断发展的同时，
各国、各民族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酒文化，中国酒文

化可谓其中的一朵奇葩，独树一帜。 作为一个社会属性的

人，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些基本的酒科学与酒文化。 酒是人

际交往的润滑剂， 古代酿酒技术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基石

之一，而中国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使青年大学生能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酒文化，了

解各类酒的酿造特点和营养价值，掌握基本的酒科学、酒

文化、酒礼仪、健康科学的饮酒知识，为其以后的生活和

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笔者自 2008 年申请开设了面

向西北师范大学全校本科学生的综合教育类公共选修课

《酿酒科学与酒文化》(其中酒文化部分以中国酒文化为

主)。 自本课程开设以来，受到了修读学生的喜爱和支持，
在实际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总结了一定的经验， 同时也发

现了许多问题。为进一步建设好本课程，使更多修读学生

从中受益， 为普及酿酒科学技术知识和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的酒文化尽绵薄之力， 笔者就本课程的建设情况和进

一步的改革想法与同仁们交流与探讨。

1 授课教材的选用

教材是构建课程内容体系的核心支撑， 选用优秀的

教材是保证授课质量的重要前提之一。 虽然有关酒文化

的专著已出版许多， 但是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综合教育类

公共选修课程的教材却非常少。在起初的教学中，笔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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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选用李争平先生编著的 《中国酒文化》(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第一版)作为参考教材，但是经过连续的授课和

从学生当中得到的反馈消息， 本教材仍然有许多不足之

处。 之后再经推荐，选用徐兴海教授主编的《中国酒文化

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作为教材。 相

比之下， 后者更适合作为高校酒文化通史性的公选课教

材。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仍然深刻地感受到编

著适合于在高等院校跨专业、跨年级公共选修的《酿酒科

学与酒文化》教材势在必行。

2 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与教学模式探索

根据现有的有关酿酒工艺学和中国酒文化的专著和

选取的教材[1-2]，初步设置的课程教学内容如下。
2.1 酒史

本章内容主要讲授酒的历史起源考证、 中国的酿酒

历史，并对啤酒、葡萄酒、黄酒和蒸馏酒等主要酒种的酿

造历史和发展作简要介绍； 在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讲解

式、提问式、学生收集资料参与式等教学模式。
2.2 酒类酿造工艺概述

本章内容主要讲授酿造酒(葡萄酒、啤酒、黄酒、清

酒)、蒸馏酒(白酒、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朗姆酒)、配制

酒的定义、酿造原料、简要酿造工艺和分类，并介绍中国

白酒的主要香型、酿造特点及风味特征；在讲授过程中主

要采用设置问题与学生讨论、 多媒体视频学习和课堂实

践。例如，通过视频了解学习葡萄酒的专业酿造技术和家

庭自制葡萄酒方法， 通过在课堂上品评不同类型的啤酒

来加深对啤酒分类的理解。
2.3 酒的品评与鉴赏

本章内容主要讲授对酒品鉴定的整体要求、 酒类品

评的基本要求和规则、酒的选购方法、不同酒类的贮藏方

法，以及中国名酒鉴赏等知识；在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教

师讲解与学生参与式讲解、多媒体视频学习与实践教学。
例如， 教师设置问题， 让学生收集有关中国名白酒的资

料，介绍诸如五粮液、茅台、汾酒、张裕、青岛等著名酒类

品牌的相关内容； 再如通过多媒体视频材料学习葡萄酒

的专业品评与鉴赏；教师购买不同类型和品牌的酒品，并

让学生自愿带少量酒水， 在教室内组织一定规模的品酒

课， 让学生在实践品尝中加深对品酒与鉴赏的认识和理

解。
2.4 酒器的历史与文化

本章主要讲授酒器的作用与分类、 中国历代的酒器

与发展、 酒器的选用要求和原则、 古代名酒器欣赏等内

容； 在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专家视频材料学习与教师辅

助讲解的方式，配套大量精美的酒器实物图片。 例如，在

讲解本章内容时， 为使学生对酒器的历史与发展有更为

深入的了解，使内容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笔者特别收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杜金鹏研究员有关 “中国古代的酒具与

酒文化”的专业视频材料。 与此同时，鼓励感兴趣的学生

在业余时间收集收藏喜爱的现代酒器， 为自己的课余生

活增添色彩。
2.5 酒令文化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酒令的起源与发展、酒令的功能、
酒令的构成要素、酒令的种类等内容，对中国酒令的演变

历史和种类作重点讲述； 在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参与式

和理论讲授。 例如，在教学开始时给学生设置问题：你所

知道的酒令有哪些？你对划拳行令有多少认识？以手为道

具，可以行哪些酒令？ 然后让学生分组讨论并回答；再根

据学生的回答情况，展开讲述有关酒令的内容。 再如，在

讲授酒令的种类时，对猜枚、划拳令等常见酒令和筹令、
文字令等雅令进行较为详细地讲解， 对行令规则进行讲

解，并在课堂组织学生行通令和雅令的实践游戏，以增强

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2.6 饮酒礼仪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酒文化中的礼与德、 中国古代酒

礼(祭祀、宴饮和做客之礼等)和现代酒礼。 针对学生的实

际需求，特别对现代酒桌礼仪文化做重点讲解，包括酒宴

上的做客礼仪、酒桌座次、酒的选取、斟酒和敬酒礼仪等。
在讲授本章内容的过程中主要采用参与讨论式、 辅助答

疑式、多媒体视频讲解式等教学手段。 例如，在开讲时提

问学生对酒桌礼仪的了解情况，然后进行分组讨论，最后

选代表回答各小组的讨论情况， 最后教师根据学生的回

答情况再展开讲解有关古代和现代酒礼的知识。另外，通

过多媒体给学生播放有关酒水礼仪的专家讲坛及葡萄酒

礼仪等视频材料。
2.7 饮酒习俗

本章主要介绍古代饮酒习俗(婚嫁、诞生、祝寿和丧

事酒俗)、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的饮酒习俗、我国少数民

族的饮酒习俗(藏族、蒙古族、彝族、壮族等)。 在授课过程

中除了教师的讲解之外， 还邀请修读学生中的少数民族

同学亲自介绍本民族的饮酒习俗， 使学生对中华民族的

饮酒习俗有更为真切的认识。
2.8 酒与文学艺术

本章内容主要介绍有关酒与文学名人、酒与诗词、我

国四大名著中的酒文化、酒与文艺(包括音乐、书法、杂

技、武术等)。 本部分内容宽泛，设计专业领域较多，因此，
在设计课堂教学时，结合选修学生的专业特长，积极动员

鼓励同学们依据上述内容范围自选题目、收集资料、制作

课件并进行课堂讲解。例如，美术专业的学生可创作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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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的书画作品、 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可以表演有关酒

的歌曲、 民族体育专业的学生参与讲述有关酒与武术的

体会、 文史类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文学

名人或著作、诗词进行专业深入的剖析。
2.9 酒与健康

本章内容主要设计讲解酒的营养价值、 酒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 酒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 中国传统药酒与健

康、酒与养生保健和科学饮酒知识等。在讲授本章内容的

过程中采用学生参与讨论式、辅助答疑式、多媒体讲授式

等方法。 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可根据自身的成长经历讲述

有关酒与健康的故事，包括就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对家庭

和社会的危害； 播放有关酒与健康以及科学饮酒的专题

视频教材。此外，根据修读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和积

极性，组织有关“酒的利弊”的辩论赛。

3 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 修读学生专业层面宽，学科背景差异性大

由于本课程的性质为综合教育类公共选修课， 所以

修读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院、专业和年级，学科背景差异

性较大(修读学生的学科涉及文、理、工、艺、体)，学生的

基础、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和对该课程的期望点等都存在

很大差异，教学的速度、难度、侧重点等众口难调。学生出

现旷课、中途逃课及上课不认真的现象就很难避免，教师

如果不加强课堂管理，教学效果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 [3]。
这一特点为授课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例如，在讲授有关酿

酒原理和工艺的内容时很多非理工科的学生对化学和生

物基础知识非常模糊。 很多学生对与自己专业联系较大

的知识较为感兴趣， 而一些自己不清楚或与专业关系不

大的内容关注度较低。因此，选修学生专业和年级的多样

化导致组织教学活动的难度提高。
3.2 课程内容涉猎面广，任课教师水平有限

因为本课程的内容涉及发酵工程、食品风味化学、食

品营养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学、旅游学、民俗学

和健康科学等多重学科。课程内容涉猎面广泛、知识体系

较复杂。 因笔者主要从事酿酒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自然科

学研究工作， 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有关酒文化的知识认识

较浅薄。 所以，作为综合教育类课程的任课教师，水平有

限，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3.3 部分实践性授课内容很难进行

因本课程是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 修读学生来自

不同的学院、专业和年级，这为教学活动的组织带来了很

大的困难。 虽然在课堂教学中能开展一些诸如品酒与鉴

赏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但是像一些参观酿酒企业，了解啤

酒、葡萄酒生产过程；参观历史博物馆，认识我国古代酒

器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很难开展， 只能让感兴趣的学生在

课余时间自行参观。
3.4 学生对公共选修课的重视程度不够

与大量的专业课相比，公选课只是一顿“快餐”而已。
时间很短，也来不及细细品味。 相比其他“正餐”，自然引

不起学生们足够的“食欲”。 不少学生错误地把选修课定

位为次要或不重要的课，有时间、有兴趣才去上，学风散

漫。部分学生为了应付学校的选修任务，在选修前到高年

级学生那里打听“消息”，哪位老师课堂管理比较松，哪门

课程容易通过就选修哪门课程，混学分的意图非常明显。
学生中流传的“兴趣选课、轻松上课、高兴通过”说法在一

定程度上是公选课的真实写照。

4 课程建设与改革的思考

4.1 结合教学实践积极编写讲义教材

缺少教材一直是影响公选课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4]。 由于课程开设的自主性导致公选课缺乏相应的适

宜教材。 对于具有创新性、前瞻性、深受学生欢迎的精品

公选课，任课教师应当积极组织编写教材。在教学实践中

发现， 编写一部结合酿酒科学技术与中国酒文化的综合

性、通识性高校教材非常有必要。 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中，
要进一步编写优化讲义大纲、积极整理资料、收集素材，
力争能编写一部优秀教材， 为继续建设好本课程提供教

材支撑。
4.2 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的一个主要构成因素， 是传授

教学内容的重要途径，直接关系到教学活动的成功与否。
在学生的高期望值下， 如果任课教师还是采用陈旧的灌

输式教学方法， 不理会学生的讲课要求， 必然让学生失

望。知识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要求教师尽量使用多媒体并

以师生互动的方式授课，实现授课形式多样化。教师在认

真备课的基础上，要力求教学具有启发性、趣味性、知识

性和实践性[5]。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可使学生能得到多方

面的锤炼，实现多元化发展。
4.3 跨学院组建教学团队，全面提高任课教师水平

要提高选修课的教学质量， 必须要抓好师资队伍建

设。 由于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较强，涉及自然科学、人文

科学和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课程， 而任课教师的专

业水平有限，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和质量。为了进一步提

高教学质量，打造公共选修课中的精品课程、品牌课程，
有必要在全校范围内组建跨学院、跨学科的教学团队，全

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提高教学质量。在进一步的教学改

革中计划组织协调历史学、文学、美术学、酒店管理、生物

学等专业的教师，组建跨学院的《酿酒科学与酒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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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教学团队。
4.4 加强选课指导，完善选课机制

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 使学生在选课前能充分了解

课程的情况，减少选课的盲目性，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
积极投入到课程学习中来。 例如可以将课程信息挂在网

络上，让学生全面、细致地认识本课程的各种教学、管理

信息，包括详细的课程介绍、教师信息介绍、开课计划、教

学要求和考核方式等， 这样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学生选

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4.5 重视教学质量监控，健全课程考核方式

选修课的性质决定了它有不同于必修课的课程的

“灵活”性特点，但是选修课这些特点并不排斥教学质量

监控。 教师要严格管理，采取严格有效的考核方式。 在强

化日常教学管理的基础上，采用多种考核形式，加强对学

生学习过程的考核。 可采用期末考核与平时成绩相结合

的方式，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所占的比重，强调教学过

程的重要性。任课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特点，灵活运用闭卷

考试、开卷考试、撰写调查报告或实践考核等形式，既全

面考核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 同时又可提高学生的期

末考核热情。

5 结语

酒文化是一种综合性文化，是一门边缘学科。中国酒

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酿酒业的方方面面，是祖国的宝贵文

化遗产，在世界酒文化之林独领风骚[6]。 因此，本着“研习

酒科学、传承酒文化”的宗旨，笔者在所在高校尝试开设

综合教育类公共选修课程《酿酒科学与酒文化》，为大学

生提供学习与交流中国酒文化的课程平台， 期望学生通

过学习酿酒科学与酒文化知识为自己将来的生活和事业

增添色彩，能做到“科学饮酒、合理用酒”。
通过高校综合教育类选修课程的建设和创新教学模

式的探索、实施，增强公共选修课程的吸引力，提高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修读综合教育类公共选修课

的学生“选有所学、学有所获、获有所长、长有所益”，努力

提升大学综合教育类课程的教学质量， 为大学生的全面

成长、成才服务，建设好本课程对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

传统酒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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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香型与酱香型白酒风味与品质安全基础研究”
169 计划项目通过专家鉴定

本刊讯：2012 年 12 月 4 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在江苏涟水组织和主持召开了由江南大学和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完成的“兼香型与酱香型白酒风味与品质安全基础研究”项目鉴定会。
鉴定会由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秘书长赵建华主持。项目负责人分别就项目的完成情况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作

了详细的报告。专家组对项目完成单位开展的研究工作和所

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项目组在兼香型和酱香型的重

要香气成分定性定量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发现酱香

型、兼香型大曲微量风味成分与其地理标志有关；并对品质

安全相关物质及其产生机理和控制措施进行了系统研究，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研究技术水平达到国

际先进，一致同意通过鉴定。
本次鉴定会的成功举办，对于监控白酒品质相关化合

物、提高兼香型和酱香型白酒的产量、品质和安全性具有重

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价值。（范文来，王海燕，吴群）

-------------------------------------------------

专家组与项目组人员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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