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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农科建设要求培养复合型新型人才，在综合性大学开设涉农通识课，吸引不同专业和不同学科的学生

学农爱农。本文以北京大学为例，通过开展“葡萄酒背后的文化与科学”通识课建设，满足葡萄与葡萄

酒行业全产业链对于不同人才的需求，将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的知识通过学科交叉和文理融合的形式

结合到教学活动中。并且坚持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编写出版国内首本《葡萄酒背后的文化与科学》通

识课教材，创建特色教学和实践体系。经六年开课实践，不断整合教学资源，改革教学方法，取得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为综合性大学开设涉农通识课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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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requires the cultivation of new composite talents and 
the opening of agriculture-related general courses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to attract stu-
dents from different majors and disciplines to learn and love agriculture. Taking Pek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different talents in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the grape and wine industr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Culture 
and Science behind Wine”, so as to combine the knowledge of the grape and wine engineering ma-
jors i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by means of the intersection of disciplin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rts 
and sciences. It also adheres to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curriculum thinking and politics, writes and 
publishes the first domestic textbook for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Culture and Science behind 
Wine”, and creates a special teaching and practice system. After six years of practice of opening clas-
ses, constantly integrating teaching resources,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achieving better 
teaching result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to open agriculture-related 
general knowledg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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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人类社会已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时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大

数据、量子信息等都在影响并重塑着人类的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人才

培养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2018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提出发展“新农科”，

服务新产业、新业态，进而创造出适应新要求的新学科、新专业。那何为“新农科”？简言之就是指面向

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需求，培养能够适应和引领未来农林发展的新型人才的高等农林教育。为了推动新

农科建设，成立了发展新农科的新农科建设工作组，要求高校培育卓越农林人才。新农科建设是涉农院

校为适应和引领新经济、新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面向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态，依据乡村振

兴、粮食安全、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等国家、产业和科技领域的重大需求，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

社会方面对传统涉农学科和教育的全面创新和超越[1]。2019 年，由教育部新农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农

科建设安吉研讨会发布了《安吉共识》，明确了新时代农林人才培育措施。指出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培

养新型人才”。要求充分发挥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作用，进行新课程体系创建与实践[2]-[4]。在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北京大学率先在综合性高校成立了现代农学院，希望利用北京大学多学科的优势，

为培养复合型新农科人才贡献北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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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以后，通识教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我国重要的高等教育理念之一。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完善的人”，它关注学生在健全人格、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及

社会责任感上的收获与成长。但在教学过程中，通识课往往会发展为“通俗课程”——课程设置深度不

够、辐射面不广、教学方式单一，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2018 年 9 月，现代农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联合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面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开设了“葡萄酒背后的文化与

科学”通识课，纳入北京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教学计划。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拥有最优秀的学生资源，中

国农业大学拥有全国排名第一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双一流本科专业，两校强强联合开设的这门通识课，

自 2018 年秋学期开设以来，一直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每年都有超过 600 人竞选这门课程，六年来，

教学团队以学生为中心，以课程思政为指导，通过不断完善和实践，吸引和培养了具有多学科交叉背景

和文理融合特点的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链新农科储备人才，为综合性大学开设涉农通识课的教学和实践提

供了一个成功案例。 

2. 总结教学实践，编写出版教材，构建跨学科知识体系 

我国葡萄与葡萄酒行业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是世界第一大葡萄生产国和拥有世界排名第十五的

葡萄酒产量，2021 年，国家在宁夏设立了第一个专一作物国家级示范区“宁夏葡萄与葡萄酒国家开放综

合示范区”，将发展我国葡萄酒行业作为国家产业振兴和减少白酒消耗粮食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

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视察宁夏后指出，中国的葡萄酒假以时日，当惊世界殊。而我国的葡萄

酒行业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与现代农业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在综合性大学开设葡萄酒通

识课，吸引非葡萄酒专业的同学学习了解葡萄酒知识，是助力实现总书记对葡萄酒产业美好愿景的一条

重要路径。葡萄酒科学，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查阅相关资料显示，国内尚无市售教材、无现成教材可

借鉴使用，编写和出版面向综合性大学的葡萄酒通识课教材十分必要。 
2018 年组建的教学团队，在深入分析中国农业大学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本科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基

础上，根据综合性大学其他专业零基础的特点，结合北京大学通识教育的要求和教学实际，教学团队确立

了学科交叉、文理融合的通识课基调，将世界历史、中国历史、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葡萄酒的历史和文

化相结合，在整个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史的宏大叙事上融入葡萄与葡萄酒的历史和文化，将演化、现代考

古、分子育种、基因工程、AI 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和工程技术有关知识有机融入通识课中，构建葡萄酒背

后的科学与文化教学内容体系，于 2018 年初步研究确定了葡萄酒通识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2020 年

完成自编教材，2021 年自编教材被遴选纳入北京大学十四五建设教材，经多轮开课、反复实践和几经完善，

于 2023 年初完成教材修订，2023 年 8 月正式出版了国内首本《葡萄酒背后的文化与科学》教材，2024 年

5 月第二次印刷。教材编写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主线，将专业课以通识课的形式呈

现，启发不同专业的学生寻找本专业与葡萄酒专业的结合点，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入手，强调基本方法

和技术技能，在系统覆盖葡萄与葡萄酒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尽量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发现自己所学专业与

葡萄酒科学可以切入的环节；在保证基础知识掌握的前提下，以增长知识、提升能力为出发点，将现代农

业、生命科学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观点编入教材，既保证了教材的学术性和实用性，又兼顾了指导性和

前瞻性，充分彰显葡萄酒背后的文化与科学新教材“学科交叉”和“文理融合”的特点(见图 1)。 

3. 课程思政与教材–教学过程融合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加

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将价值观融合贯通于知识的传授、人才的

培养的全过程，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5]。在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中，如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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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textbook system 
图 1. 构建通识课教材体系 

 
课程思政系统、逻辑地融入教学中，润物无声地塑造德才兼备的人才？这就需要教师因材施教——结合

学科特点，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辅助教材等渠道，将思想政治元素有机巧妙地融入各类课程的教学的各

个环节中。从教材开始，就注意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合在各个章节的教材之中[6] [7]。如全书五大

部分的后面，都提出了阅读理解和思考题，第一部分的阅读理解与思考题中，引导学生关注西方葡萄酒

文化与中国葡萄酒文化的区别和交融，以涵育学生的“大国三农”意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思考题，

主要引导不同专业的学生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寻找与葡萄酒产业的学科交叉和联系，助推全产业链的发

展，引导和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现代葡萄酒产业人才和引导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家

国情怀。在第四部分的思考题中，启发学生对葡萄酒行业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竞争和市场变化，实则

关乎国家竞争的问题。第五部分则是吸引学生关注中国葡萄酒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植入环保意识和生

态文明建设概念，强化中国葡萄酒能够当惊世界殊的信心，让更多热爱葡萄酒的学生，能服务农业农村

现代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成为知农爱农的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此外，在教材的每章中，除融入与

课程相关科学知识产生的发展背景、科学方法和创新思维等人文内容有关的介绍外，还专门设置了学科

前沿与挑战，如“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和黄河文明的发祥地，与两河流域的发展有诸多相似之处，中

国的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具有独特且深厚的人文背景，值得深入研究”、“葡萄园管理的无人农场模式，

智慧农业在葡萄园管理和浆果原料品质塑造中的实现，是未来原料科学领域研究最具前沿和最具挑战的

课题”、“葡萄浆果和葡萄酒中的活性成分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以及活性成分的靶向作用机制是现在与

未来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中国作为未来葡萄酒世界不可忽视的存在和绝对的消费主战场，中餐与葡

萄酒的搭配如何科学化、标准化进而发展为同西餐一样被广为接受的现象，值得探究”、“数学、信息科

学、生命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对于科学地阐述风土背后的科学与文化意义重大”等，吸

引不同专业的学生勇于创新，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和学农、爱农、为农的“新农人”品格

[8] [9]。 
有了教材做基础，在课堂教学上，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育人，教学过程中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的三农兴趣和好奇心；以好奇心为突破口，培

养创新能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发展与人的统一、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的统一[10]-[12]。同时，用流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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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丰富的内容，突出重点，讲清难点，选择典型材料，图文并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 
课程教学采取模块化教学方式，在每一个模块中找到好的融入点，将思政元素有机地结合进去。如

在讲授中国葡萄酒的历史课程中，会介绍葡萄酒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历朝历代的历史地位与产业格局演

化与各朝代的社会经济和稳定密切相关，将家国情怀和大国情怀元素融入其中；也会以唐诗宋词中的葡

萄酒文化与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做比较，介绍全球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介绍西餐是葡萄酒文化的主流，但

如今，中国巨大的市场机会和崛起，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和中国葡萄酒在世界产业格局中地位的变

化，中餐与葡萄酒的科学搭配和中餐 + 葡萄酒文化的形成会逐步在中国取代西餐葡萄酒文化；通过数据、

实力和现状所展现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不必细说，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从葡萄到葡萄酒这一模块

是全课程的核心部分，在这个环节中，葡萄酒风土与葡萄酒品质的关系，葡萄酒区划与中国葡萄酒地图

的规划，从贺兰山东麓的戈壁荒滩成为国家级葡萄酒开放试验区的主战场，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建成的无数酒庄；这些讲授内容结合了生态文明、环境保护、青山绿水的元素；国内葡萄酒质量的进步，

从仰望、比肩和超越的过程，折射的无数葡萄酒人的三农情怀和奋斗精神，激发学生乡村振兴服务三农

的家国情怀。 
“葡萄酒背后的文化与科学”是一门具有鲜明北大特色的通识教育课，开设六年来，北京大学和清

华大学每年都有几十个院系约 600 多人争选，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课程思政

教育目标，构建了完整的从教材到课堂的思政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具体构建的从教材到课堂的思

政体系见图 2。 
 

 
Figure 2.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integrated wit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urriculum 
图 2. 教材与课程融合的课程思政体系 

4. 改革教学方式，强化实践育人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涵盖了十几门专门的课程，要在一门课中，面对零基础的本科生打下这些

通识基础，将专业课的内容以通识课的形式传授给学生，教师是关键。教学团队一共有 6 个人，其中

院士 1 人，教授 4 人，副教授 1 人，团队对于课程设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基于从葡萄到葡萄酒的科

学知识和相关文化以及不同学科与葡萄酒和葡萄酒产业的交叉，设计了模块化课程，采取了多模态的

教学方式。 
课程分为四大模块，包括葡萄酒背后的科学、葡萄酒背后的文化、学科交叉、实践实习；涵盖从基

础知识到文化知识，从行业特点到学科交叉，从课堂到实习，循序渐进地展开；四个模块下又细分为 9 个

单元，每个单元的内容围绕四个模块设定教学目标。所有的模块和单元以及教学内容，都离不开学科交

叉和文理融合这两个通识教育的灵魂。如在第一模块的第五单元，讲授内容是风土背后的科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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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是葡萄酒行业的专有名词，是法国人创造的，它是葡萄酒的灵魂，葡萄是风土的知音；在中国，茶

是诠释风土之于品质的最好植物，和风土之于葡萄和葡萄酒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部分的主讲老师许智

宏院士就专题讲述了茶的风土与文化，通过不同物种，不同文化，相同的科学道理，深入浅出的语言，

引导学生在比较和交叉中领悟，在葡萄酒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专门学习很多知识才能深刻理解风土的内涵

的这部分内容，通过学生都熟悉的茶，让非葡萄酒专业的这些学生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抓住了风土的精

髓。 
葡萄酒背后的文化与科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通识课，实践教学环节是这门课成功的重中之重。实

践实习环节的安排配合课堂学习，并结合非葡萄酒专业的学生特点。我们通过与北京、河北产区的中法

庄园、紫晶庄园等 10 家葡萄酒企业合作，搭建了校企融合实践教学平台和实践教学基地，每次课程的第

一次课，都是直接带领选课同学来到基地参观学习，这让从来没见过葡萄和葡萄酒的同学一下子有了感

性的认知，在参观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对从葡萄到葡萄酒的全过程充满了好奇和疑问，带着这些问题

回到学校，进入课堂理论学习，学习结束后，再安排一次基地实习，这个时候的同学，不再是带着问题，

而是带着答案来验证，强化和加深学习效果。这种闭环的实习安排，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取得了非常好的

效果，受到了历届同学们的欢迎。此外，针对每一模块每一个单元的学习，都安排了针对性的课堂实训，

从不同葡萄品种的品质口感鉴定到不同产区同一品种的风味差别，从同一产区同一年份不同品种酒款的

比较品鉴到同一品种不同年份不同产区的垂直品鉴，通过全面激活同学们的眼耳口舌鼻等感官，在实操

中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全部的课程大约安排有 12 次的课堂实操和小组品鉴。这种从大实践到小实操

的训练，将实践育人的理念完全地结合和融入到整个课程教学活动之中，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

习效果，也在实践实习中培养了学生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能够通过实践互

动实时掌握教学效果，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基于这门通识课选课学生来自几十个不同专业不同学院的学科交叉特点和教学内容本身的学科交叉

特点，除了丰富的实践实习环节、多媒体、小组讨论、线上线下、过程考核、小班授课、课堂实操等多种

教学策略和方法外，翻转课堂是这门课取得成功的一种创新形式。全部课程结束后，每一个学生被要求

以葡萄酒为主，通过调研或实验，撰写一篇本专业与葡萄酒有关的课程论文，要求必须结合自己的专业

背景。每一个学生都需要在课堂上向其他同学报告自己的论文和观点，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听报告并参与

讨论和分享。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这种翻转课堂的模式，让文科生的开放思维和理科生的科学思维

相碰撞，同一件事物，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认知，真正让同学们体会到文理交融和学科交叉的含义，拓

宽了同学们对葡萄酒以及现代农业产业的认知，每一个同学都意识到，包括葡萄酒在内的农业全产业链

的不同环节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都可以参与和被需要，这对于交叉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对同学们成

为知农爱农的创新型人才具有实际的意义，也是新农科背景下卓越本科教育的有意义的尝试，得到了同

学们的高度认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表 1 列出了 2023 年秋学期部分同学的课程论文和演讲报告的题

目。 
 
Table 1. The presentation of some Peking University/Tsinghua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in the Fall semes-
ter of 2023 
表 1. 2023 年秋学期北大/清华部分同学翻转课堂上的 presentation 情况 

所在学校院系 题目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葡萄酒中的物理学：文化与科技的同频共振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从法国文化看中国葡萄酒文化的构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全球视野下的葡萄酒传奇：探索外国酒庄的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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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微醺之间的文化名片——影视作品中葡萄酒形象之研究 

北京大学智能学院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葡萄酒文化推广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葡萄酒香对情绪影响机制综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构建“品味”：作为文化消费的葡萄酒——一个对中国葡萄酒

消费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古埃及的葡萄酒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电子味觉检测设备在葡萄酒工业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户外经济背景下葡萄酒市场的发展机遇——以 WIAG 为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营销导向的中国葡萄酒市场细分策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中国葡萄和葡萄酒起源的考古学研究回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酒外之音”：从葡萄酒发展中的女性位置看权力符号的流变 

清华大学电机系 电气与自动化技术在葡萄酒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葡萄酒为何能在追求健康的背景下从酒类中脱颖而出——浅谈

葡萄酒中的多酚类物质对衰老相关疾病的保护作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 葡萄酒背后的法律——从新世界与旧世界国家的分野看当今中

国葡萄酒法律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旗亭美酒日日沽——葡萄酒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数据驱动的酿酒艺术：人工智能如何重塑葡萄酒行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艰难时世下的政策选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葡萄酒贸易

的政治经济分析 

北京大学法学院 葡萄酒包装的标识义务与责任——法律适用中对葡萄酒科学文

化特性的特殊考量 

北京大学工学院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对葡萄酒产业的影响 

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在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中的应用 

 
这门课程每年吸引超过 600 名同学来选择，可由于课程容量限制，大部分同学没有机会选上，让我

们看到非葡萄酒专业的学生渴望了解葡萄酒科学和文化知识，渴望了解葡萄酒行业。目前全国有在校大

学生 3400 余万，这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能在高校把葡萄酒的通识教育做起来和做好，对葡萄

酒产业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效果和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大有一位很著名的校友叫陈生，他不是学农也不是动科动医专业的，而是北大经济学专业的，可

是他却进入食品行业，创立了“壹号土猪”品牌，并在短时间内将品牌迅速做大做强，成为行业的标杆，

他自己也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我们再来看一下表一中不同领域的同学对于葡萄酒行业的认知，虽然他们

还在学习阶段，可是他们是未来。从这个表中的信息，可以看到通过葡萄酒科学和文化的通识教育可能

带来的影响。如来自工学院的袁昊同学“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对葡萄酒产业的影响”、清

华大学的杨翰林同学“电气与自动化技术在葡萄酒中的应用”、谷绍伟同学“电子味觉检测设备在葡萄

酒工业中的应用”、物理学院的陈子悦同学“葡萄酒中的物理学：文化与科技的同频共振”等，他们都从

自己专业的角度找到了与葡萄酒行业相结合的点，如果他们因为喜欢和热爱葡萄酒而进入这个行业，那

对这个行业的带动，这就是行业未来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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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新时代综合性大学肩负着推进乡村振兴的神圣使命，新农科建设也为综合性高校的涉农教育和人才

培养指明了方向，葡萄酒背后的文化与科学通识课，作为综合性高校的通识课，具有学科交叉、文理兼

备的特点，是为国家培养葡萄酒产业振兴人才的基础工作，也是实现总书记对中国葡萄酒殷切期望的一

个很好的范式，一方面，该课程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入挖掘了多个课程思政元素，贯穿在教学

活动的全环节上，另一方面，从教材到课程建设，经过六年多轮课程实践，证实了无论是教学理念还是

教学实践，都非常成功。常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葡萄酒行业需要其他非葡萄酒行业的人才加入

才会有活力、才会有生气。还有一句俗话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有 3072 所高校、每年在校大学生

3400 余万人，北大选这门通识课的学生每年大概有 600 人，而这 600 人是真正喜欢和热爱葡萄酒的同学，

如果每所高校每年平均有 500 人喜欢葡萄酒热爱葡萄酒和想要了解和学习葡萄酒科学与文化，那么中国

每年就有 150 万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又会影响他们身边的人，那热爱葡萄酒的火焰和放大的效应可能

是不可估量的，人多市场才会大，行业就会有未来，所以我们说年轻人是未来，综合性高校的葡萄酒通

识教育对于葡萄酒行业的意义就在于此，这也是新农科背景下，在综合性大学进行涉农通识课课程建设

和实践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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