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19, 9(4), 427-431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4072   

文章引用: 牛花朋, 谢庆宾, 李壮, 孙晶, 王春英, 朱毅秀. “双一流”背景下“珠宝玉石鉴赏”通识教育课开设探索与实

践[J]. 教育进展, 2019, 9(4): 427-431. DOI: 10.12677/ae.2019.94072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of “Jewelry and Jade  
Apprec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ak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as an Example  

Huapeng Niu, Qingbin Xie, Zhuang Li, Jing Sun, Chunying Wang, Yixiu Zhu  

College of Geo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Received: Jun. 21st, 2019; accepted: Jul. 1st, 2019; published: Jul. 8th, 2019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the necess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of 
“Jewelry and Jade Appreciation” in this paper were firstly analyzed. Then,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ractice of the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re emphasized by 
tak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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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人文修养，本文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资源勘查工程专

业为例，在分析“珠宝玉石鉴赏”选修课开设必要性和课程特点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课程建设与实践

的几点建议。该课程开设对石油类高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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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一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识教育课程是主修和

辅修专业教育课程之外服务于学生的智能、情感和社会化等方面发展的教育课程，是高校培养综合性人

才的重要载体[1] [2] [3]，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 [5]。为全面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

人文修养，完善学生知识结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从 2016 年开始探索建设“珠宝玉石鉴赏”通识教育

选修课，普及珠宝玉石知识、培养宝玉石鉴赏的基本技能。本文重点从课程开设必要性、课程特点、课

程建设与实践的几点建议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以期为其他理工类普通高校尤其是石油类高校提供一定参

考。 

2. 课程开设必要性 

该课程的开设主要是着眼于满足学生自身发展需要。一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珠宝消费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对基本珠宝知识掌握甚少。从各高校“珠宝玉石鉴赏”类选修课开设情况可以看

出，作为珠宝玉石潜在的消费群体和产业推动力的当代大学生，对该类课程的开设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6]-[12]，说明大学生对宝玉石知识的渴望。二是宝石学本身就属于地质学一个重要分支，是基于地质学、

矿物学、岩石学，但又融入了美学及文化的一门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综合学科，开设珠宝课程作为

专业课程的有益补充，是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重要途径，也为资源勘查工程等相关专业学生继续攻读研

究生或就业提供了新的选择方案。三是珠宝玉石集自然美、工艺美和各种传奇于一身，大学生通过学习

和了解，可以大大提高自身的文化艺术素质和修养。四是珠宝玉石是重要文化载体，了解我国悠久的宝

玉石文化，深刻体会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将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6]。 

3. 课程开设特点 

与专业教育体系中的相关课程不同，“珠宝玉石鉴赏”通识教育选修课具有显著特点。 

3.1. 培养目标不同，学时短 

该课程定位为通识教育选修课，补充完善地学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主要为了普及珠宝玉石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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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培养宝玉石鉴赏基本技能，提高大学生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不是以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为目标。

总学时通常只有 16 或 32 学时。 

3.2. 选修学生具备一定珠宝玉石鉴赏专业基础，但薄弱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除了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系统开设了“普通地质学”、“造岩矿物学”、“岩浆岩

及变质岩石学”、“沉积岩石学”、“古生物学”、“构造地质学”等地质专业基础课外，针对石油行

业中上游主干专业如勘查技术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等开设了专业基础必修课“普通地质学”、并在

全校开设了公选课“地球科学概论”，大部分学生具有一定的宝玉石鉴赏所需的矿物岩石学等地质专业

基础，但“珠宝玉石鉴赏”缺乏前后相互衔接的宝石学类课程，课程体系不连续，珠宝玉石鉴赏专业基

础薄弱。 

3.3. 具备一定师资力量，但实验教学设备短缺 

学校矿物岩石教学团队教师专业均为地质类相关专业，曾修读过矿物学、岩石学等相关课程，具备

珠宝玉石专业知识背景，尤其是部分教师还曾专门从事珠宝玉石鉴赏工作，这为学校“珠宝玉石鉴赏”

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开设提供了重要的师资保障。但“珠宝玉石鉴赏”是实践性很强的课，因学校从未建

设过珠宝玉石类专业，课程开设所必须的各种类型宝玉石标本短缺、更无专门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成为

课程开设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难。 

4. 课程建设与实践的几点建议 

4.1. 以传递知识、培养能力、塑造品质为核心，避免教学内容设计过于专业化 

相对于珠宝专业的专业课教育来说，学生选修通识教育选修课“珠宝玉石鉴赏”的初衷大多是被“珠

宝”两字吸引，觉得上课既可以见到很多“珠宝”，开阔眼见，又可以学到很多宝玉石鉴赏知识。因此，

教学内容设计应充分理解该课程“鉴赏”含义，如果过于专业化易导致课堂枯燥无味、不但学生学起来

吃力、逐渐打消其学习积极性，还容易出现迟到早退、上课不认真听讲、逃课等不良现象，课堂教学效

果将大打折扣。为了避免过于专业化，教学内容选择上不宜面面俱到，在有限的学时里将所有珠宝都讲

解一遍是不现实的。应该以激发学生兴趣、传授和培养学生珠宝玉石鉴赏的方式方法为导向，围绕学生

真正感兴趣的并且切实能够提高综合素养的宝玉石知识着重介绍，如宝玉石分类、中国常见玉石以及钻

石、翡翠、珍珠的文化历史、品种选购、评价鉴赏方法等。讲解时应注意思路和方法，以传递知识、培

养能力、塑造品质为核心，不必为了知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而过多讲述那些学生并不是十分感兴趣或需

要花费很多力量才能弄明白的理论基础知识。但也要注意避免知识过于碎片化，更不能随意从网络等地

下载一些未经证实的资料随意拼凑，课程应做到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有机统一。 

4.2. 借助互联网资源，广泛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针对授课学时短、实验教学资料有限等问题，建议借助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的广泛普及，充分采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一是借助珠宝玉石鉴赏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和在线开放课程，采用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MOOC) [13] [14]，将课堂教学由“以教师为中心”变成“以学生为中心”。这一教学模式与传统的

课堂教学模式不同，课前通过校内公共教学平台、微信群、公共邮箱等方式为学生布置学习任务，要求

学生预习相关基础知识，并就相关问题或感兴趣内容发布到学习平台上，任课教师课前进行归纳总结。

而课堂变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在 100 分钟的课堂教学中，首先就学生关

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归纳研讨，基于问题和学生兴趣爱好为导向，教师重点系统介绍珠宝玉石鉴赏要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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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课程结束前利用 10~20 分钟时间，进行课堂总结，并借助课前从学生、教师等人征集到的相

关珠宝玉石，开展集体观摩和鉴赏。翻转教学模式将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课堂教学效果将大大提高。二是通过收集教科书、网络上等各种资料中公布的珠宝玉石精美图片，并进

行筛选、优化和总结，按照详尽清晰的分类标准，采取图片与内容相结合的方式，使用数字化手段将珠

宝玉石资料整合，建立珠宝玉石检索系统(APP)，以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和查询。三是推出珠宝玉石知

识微信公众号，珠宝玉石知识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市场又紧密结合，通过推出珠宝玉石知识微信

公众号，及时将新的知识和信息传达给学生，真正起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4.3. 应充分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珠宝玉石鉴赏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但通常受实验场地、实验设备和师资力量有限、而选课学生

众多等因素制约，很多高校的珠宝玉石类通识选修课仅限于课堂理论教学，教学效果根本无法保障[9]。
为了着实提高授课效果，学校应充分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进行，一是借助岩

矿实验室或者校内博物馆，建立珠宝鉴赏开放性实验室，以便于开展一些常规室内验证性实验或者供师

生随时参观学习；二是可广泛借助师生自己拥有的珠宝玉石饰品，开展课堂集体观摩和鉴赏，或充分利

用当地珠宝批发市场、博物馆、珠宝展等有利条件，大力开展课内实践教学，这两种方法相比更切实有

效，既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又可以解决实验资料不足问题，将有助于大大提高学习效果。 

4.4. 建立开放性考核评价体系 

改变以往期末单一考核方式，注重过程考核，建立多样化、开放性考核评价体系。可以通过课前预

习完成情况、课中参与讨论积极性、课后作业完成质量，以及实验(实践)报告成绩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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