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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通识教育精品课程教学内容大纲

杜震宇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名称： 食品安全与科学理性

英文翻译：Scientific Rationality in Food Safety Crisis

一、课程目的、任务：

我们的授课目标与任务是：在知识传授上，使得听众能由此了解当前广泛流传的食品安

全问题的科学本质；在情感激励上，促发听众对于自身言行和生活模式的反思与自我批评，

使其达到科学与理性的世界观的内化，树立恪守法纪、遵从道德、敬畏自然的价值观。

二、课程内容：

食品安全问题是当前的热点问题。频发的食品安全违法事件，已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

成了相当大程度的恐慌。然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前相当大一部分广泛流传的食品安全

问题源自社会民众对时代背景和科学知识的误解。鉴于此，本课程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案

例，用科学理论和研究数据对这些案例进行真实解读，以激发听众进行冷静和独立的思考，

培养听众科学和理性的世界观。同时，本课程包括若干次食品和农业生产的实践调查，希望

学生走进食品和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了解真实的生产流程和规范。作为一门科学文化素质类

的通识课程，本课程希望以热点问题为引导，讲授与实践相结合，在听众的观念转化中实现

科学文化的熏陶。

目前国内外绝大部分的食品安全课程偏重于对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检验和食品添加剂的

介绍和教材讲授，而很少如本课程这样，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从食品安全案例入手剖析食

品安全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和科学知识，并以传播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作为最终教学目标。与

国内外同类课程相比，本课程更具备对听众的天然亲和力，也使得本课程能够带给受众以情

感的体验和感染，并从内心影响其价值观。

三、教学方式、实践环节的特色：

1）立意深远：本课程从表面看讲授的是食品安全，但真正的重点却在传播科学与理性

的世界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态度。这种带有科学人文关怀精神的课程立意，是超

越文理学科界限的，也是符合科学文化素质通识课程的真正要求的；

2）角度新颖：食品安全是一个庞杂的知识体系，但本课程的视角在于剖析民众对于众

多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误区和非理性态度，这是目前大部分食品安全相关课程所少见的；

3）设计独特：为使得受众带着情感体验受到科学的熏陶与感染，本课程采用案例式教

学，重点剖析热点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普遍科学规律，这种课程设计也是突破常规的；

4）受众宽泛：正由于本课程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对大众关心的社会热点案例进行

分析，因此本课程天然具有对听众的亲和力，具有广泛的受众面。

综上所述，由于本课程讨论的是当前最引人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剖析的是当前大部分



| 2

民众所具有的错误观点，因此，预计将在广大受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反思，具有很大的社

会影响力。

四、教材及参考书目：

教材：本课程是即时性极强的通识课程，无实体教材。

参考书目：

王际辉主编：《食品安全学》(普通高教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陈君石 罗云波著：《从农田到餐桌-食品安全的真相与误区》，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林海 王建华 朱淀等著：《2013 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

五、讲授大纲：

第一部分 概论与背景

1）食品安全概论（课次一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解食品安全相关的基本概念）

2）梦中的田园牧歌-当代农业和食品产业的时代背景（课次二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授当前

农业和食品产业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部分 食品安全经典案例评述

1）“可怕”的激素（课次三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授国际农业生产中各类激素的不同使用原

则与安全性评估）

2）身边的“致癌物”（课次四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授“致癌物质”的概念、来源与安全性

评估）

3）寂静的春天（课次五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授人类工农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

的相关性）

4）为人工养殖正名（课次六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授人工养殖的时代必然性、基本要素与监

管体系）

5）细菌：朋友还是敌人？（课次七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授农业与食品生产过程中细菌的正

面与负面作用及其食品卫生监管体系）

6）令人纠结的抗生素（课次八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授抗生素使用与食品安全之间的矛盾来

源，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相关的科技发展趋势）

7）走近食品安全标准（课次九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授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过程、原则与挑



| 3

战）

8）关于转基因的是与非（课次十 杜震宇讲授，着重讲授转基因农业的产生根源、现状，转

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与相关的科技前沿进展）

第三部分 食品安全危机中的反思（课次十一 杜震宇讲授，着重剖析食品安全问题中人类自

身的责任与时代危机，剖析人性弱点与思维盲区，提出直面人类危机所应有的态度、勇气、

责任与行动方向）

第四部分 课程期末考核

案例辩析为主的团队考核（课次十二 教师与助教为考核组成员，通过团队组合、案例选取、

集体准备、现场汇报辩析、教师点评、论文写作、综合评分等过程，重点考察同学们的科学

理性思维、团队合作精神、沟通辩论技能，从而实现对通识课程教学目标的考察）

第五部分 社会实践调查（考虑到选课学生来自不同专业，选课方案不一，一般于周末进行，

不纳入课时）

大型食品生产企业（养乐多公司）考察调研。

本课程设计了 5个课时的答疑论辩课，由同学自由提问，话题不限，涵盖自然和社会的

方方面面。教师以基于“科学理性”的思维模式和广博的知识积累，对同学所提出的疑问或

困惑进行抽丝剥茧的剖析和思维引导，开展师生论辩，并最终给出专业回答或解决问题的建

议。目的在于，通过教师对任意话题的“实战分析”，让同学们领略“科学理性思维”在社

会自然方方面面的综合运用，达到言传身教的效果。

本课程还设计了 5 次小组讨论课，选择当前社会上具有巨大争议性的话题，通过将同学

合理分组，并开展小组讨论，以期引导同学深入思考当前社会问题、发掘自身思维极限、了

解自身思维局限、倾听他人观点，并深刻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期待基于不预

设立场的讨论课，充分锻炼同学们的讨论、归纳与理性思辨能力，形成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课外自学部分：

观看杜震宇、高红亮和许玲主讲的《舌尖上的理性》大学视频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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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方式：

总成绩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各占 50%。

1）平时成绩包括：讨论课总结心得 20 分，讨论课发言 15 分，考勤和课堂表现 10 分，

期末个人总结 5分。

2）期末成绩分为“案例点评”和“科普文章”两部分，各占 25 分。


	    王际辉主编：《食品安全学》(普通高教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