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识课课程教学大纲模板（2017.6.30 版） 

【食品营养与健康】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一、基本信息（必填项） 
课程代码：【2068112】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专业不限】 
课程性质：【综合素质选修课】 
开课院系：商学院 
使用教材： 

教材【食品营养与健康】张谦，王丹   中国健康传媒集团 

参考书目【食品营养学(第三版)】王莉 化学工业出版社 

【食品营养与卫生】 高秀兰  重庆大学出版社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中国营养学会  西藏人民出版社 

课程网站网址： 
先修课程：【需列出先修课程的名称、代码和学分数。例：高等数学 A 010001（5）】 

二、课程简介（必填项） 

通过本课程学习，让当代大学生了解基本营养知识，合理膳食，从现在做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达到终

身受益的目的，同时作为营养知识的传播使者，使家庭及周围人群受益。目前，除了一些少数经济落后地区仍然

存在营养缺乏问题，以及 2007 年以来世界性食品价格上涨导致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使得低收入群体在

一定时间内生活受到影响外，在多数大城市或富裕地区，与营养过剩或不平衡有关的慢性病日益增加。中国营养

学会的调查结果指出，我国与营养有关的慢性疾病成逐年快速上升趋势，而且发病年龄呈逐渐下降趋势。因此，

普及食品营养学基础知识，了解食品与疾病的关系，合理膳食与健康的联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选课建议（必填项） 

本课程适合全体在校生学习，尤其对食品营养健康感兴趣且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学生。 

四、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必填项）（预期学习成果要可测量/能够证明） 

课程预期学习成果必须写到指标点，只写三级编码即可。“课程目标”这列要写清楚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撰写时必须用适当的行为动词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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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1 

理解知识点，能够用书面

或口头进行有效表达 
课堂展示 学生课堂展

示及老师现

场点评 

2 L02 学生能根据授课及自主完

成学习目标 
个人小结报告 教师对报告

指标及点评 

SJQU-QR-JW-026（ A0）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ebooks_1?ie=UTF8&field-author=%E9%AB%98%E7%A7%80%E5%85%B0&text=%E9%AB%98%E7%A7%80%E5%85%B0&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digital-text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ebooks_1?ie=UTF8&field-author=%E4%B8%AD%E5%9B%BD%E8%90%A5%E5%85%BB%E5%AD%A6%E4%BC%9A&text=%E4%B8%AD%E5%9B%BD%E8%90%A5%E5%85%BB%E5%AD%A6%E4%BC%9A&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digital-tex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88%E8%B4%B9%E8%80%85%E7%89%A9%E4%BB%B7%E6%8C%87%E6%95%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90%A5%E5%85%BB%E5%AD%A6%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90%A5%E5%85%BB%E5%AD%A6%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9F%E5%93%81%E8%90%A5%E5%85%BB%E5%AD%A6


 

 

五、课程内容（必填项） 

此处分单元列出教学的知识点和能力要求。知识点用布鲁姆认知能力的 6种层次： (“知道”、“理解”、

“运用”、“分析”、“综合”、“评价”)来表达对学生学习要求上的差异。能力要求必须选用合适的行为动

词来表达。用文字说明教学的难点所在。 

 

第一章 食品营养学概论 
主要内容：食品营养学的基本概念； 
主要掌握要点及概念：了解什么是食品，营养，营养素，营养价值，健康和亚健康，中国居民的营养膳食宝

塔 
重点和难点：食品营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营养元素（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宏观营养素）；合理利

用营养膳食宝塔。 
 
第二章 能量 
主要内容：人体能量的消耗、能量来源与参考摄入量 
主要掌握要点及概念：掌握能量的单位、三大产能营养素的热能系数。熟悉影响基础代谢的因素。了解能量

的参考摄入量。 
重点和难点：基础代谢的影响因素；热能系数 
 
第三章 食品添加剂与安全 
主要内容：认识安全食品，生物性不安全因素，化学性不安全因素，各类食品卫生问题与防控； 
主要掌握要点及概念：食品不安全的危险；食品添加剂；物理性不安全因素；从地头到餐桌——粮豆、蔬菜、

水果类；从养殖到销售——畜、禽、鱼类；食用油脂的保藏； 食品添加剂的功能及类别，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重点和难点：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了解食品安全及各类食品卫生问题与防控，防控奶及奶制品的污染。 
 
第四章 宏量营养素 
主要内容：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 
主要掌握要点及概念：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的基本概念、生理功能、参考摄入量、营养缺乏与过量的

反应及预防。 
重点和难点：了解氨基酸模式、限制氨基酸、血糖生成指数的概念 

 
第五章 微量营养素 
主要内容：维生素，矿物质 
主要掌握要点及概念：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的基本概念、生理功能、参考摄入量、营养缺乏与过量的

反应及预防，掌握常量元素与微量元素的区别。 
重点和难点：了解维生素、各种矿物质的理化特性；影响吸收的因素；食品加工对矿物质的影响 

六、评价方式与成绩（必填项） 

3 L05 学生能在团队合作中积极

表现；善于思考，运用所

学知识提出设想 

小组报告项目报告 教师对报告

指导及点评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综合报告（期末考评） 40% 

X1 小组项目报告 30% 



 

 

 

 

“1”一般为总结性评价, “X”为过程性评价，“X”的次数一般不少于 3 次，无论是“1”、还是“X”，都

可以是纸笔测试，也可以是表现性评价。与能力本位相适应的课程评价方式，较少采用纸笔测试，较多采用表现

性评价。 

常用的评价方式有：课堂展示、口头报告、论文、日志、反思、调查报告、个人项目报告、小组项目报告、

实验报告、读书报告、作品（选集）、口试、课堂小测验、期终闭卷考、期终开卷考、工作现场评估、自我评估、

同辈评估等等。一般课外扩展阅读的检查评价应该成为“X”中的一部分。 

同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共同授课的，由课程组共同讨论决定 X的内容、次数及比例。 

 

撰写人：                                系主任审核签名： 
审核时间： 

X2 个人项目报告 20% 

X3 自我评估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