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5 学年秋季学期跨专业选修课程介绍 

①设计创新（上） 

  085011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工业设计，建筑与艺术学院 

本课程是由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大学等三所高校联合发起

的跨学科教育实践。课程源自美国斯坦福大学 ME310 经典课程，融入全球设计创新

联盟，与全球百余所高校同步探索设计新境界。课程采用复合式教学模式，结合校

际合作与校企共创，以“科艺融合”为核心，培养跨学科团队合作与创新实践能力。

七年来，与奔驰、Google、联想、科大讯飞等业界巨头的深度合作，不仅孕育了众

多创新成果，更构建了跨校跨专业的协同创新教学模式。今年，课程首次向我校其

他专业开放，期待更多学子加入，共同在设计的海洋中航行，塑造未来的创新领袖。 

课程内容 

本课程是通往设计创新世界的金钥匙。课程与企业紧密合作，将理论与实践完

美融合，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设计技能，更能培养学生运用设计思维破解复杂

难题的智慧。课程内容囊括从设计思维的基础导论到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的深度探索，

从创意的火花到原型的实体化，再到项目的实战演练和产品的最终发布，旨在深化

同学们对设计思维的理解，掌握创新的核心方法和工具。课程教学方法多样生动，

包括理论讲授、实践操作、团队合作和案例研究。评估方式多样科学，通过项目报

告、原型展示、课程汇报及设计演讲，全面检验学生学习成果。  

课程特色 

本门课程不仅是一场思维的革命，更是一次实践的飞跃。课程跨越学科的界限，

以用户的需求为指南针，运用前沿的创新工具和方法，引导你成为团队中的领导者

和创新者。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和不断的反思与成长，确保每一次迭代都是向完美

的一次迈进。本课程不仅是你职业生涯的跳板，更是你终身学习的伙伴，为你打开

创新世界的大门。 

教师简介 

本课程导师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教师共同构成。 

其中合肥工业大学导师团队： 

殷晓晨,副教授,硕导,建筑与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 

孟梦,博士,讲师,建筑与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副主任； 

陈燮,博士,讲师, 建筑与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师； 

刘昳含,讲师, 建筑与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教师。 

 



②现代设计史 

  087011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视觉传达设计，建筑与艺术学院 

自工业革命以来，设计如影随形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它不仅是实用品的

外观，更是时代精神的集成。从工艺美术运动到当代的潮流设计，每一种设计风格

都展示了人类创造力的可能性。本课程将带你踏入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世界，

探索那些塑造时代风貌的经典作品与创 

课程内容 

主要涵盖视觉、工业和时尚等多个领域的设计变迁内容，重点探讨设计背后的

文化与社会因素。课程还介绍了从工业革命至今的设计典范、风格和技术创新，深

入剖析不同历史时期的设计流派，如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课程特色 

本课程是对设计思维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一次全面锻炼。授课方式包括案例分

析、艺术品展示和设计理论讲授。无论你是艺术专业的学生，还是对工业和时尚设

计感兴趣的探索者，这门课程都将为你开启一扇通往设计世界的大门。  

教师简介 

张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专业毕业，英国爱丁堡大

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及省级课题多项。多次指导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学生获多个国际及国家级设计奖项，个人获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微课组二

等奖、米兰设计周教师优秀论文奖等。 

 

 

 

 

 

 

 

 



③现代超级工程与智能建造 

  071084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土木工程，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超级工程是由特定群体（国家、政府、企业）策划与组织，为了自身生存和人

类发展需要，针对将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产生长期深远影响的、具有超高风险的工

程进行重大决策，面临超复杂性的工程挑战，研发和融合多元先进的技术，通过超

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造物或者改变事物性状

的集成性活动，形成具有开创性、独特性、标志性、创新性的，充分反映时代特征，

引领当时工程发展，代表当时工程最高水平的实体工程。超级工程的建造离不开先

进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包括智能装备、智慧工地、数字孪生、 BIM 技术、智能监测

监控云平台等。本课程将带你打开超级工程的大门，领略智能建造的强大，感受大

国风范。 

课程内容 

本课程从工程背景、工程价值和工程启示三个方面讲授我国现代超级工程，使

得学生全面了解超级工程的定义、特征、分布、演进等；同时介绍先进的智能建造

技术在设计、加工制作、施工建造和运维阶段的应用。  

课程特色 

本课程兼顾专业性和科普性，将基本理论知识介绍与我国现代超级工程进行有

机结合，同时融入超级工程中的智能建造，内容丰富多彩，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

体，有利于开拓视野，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创新实践能力和民族自信感，激励

学生勇挑重担，敢攀高峰。 

教师简介 

李贝贝，研究员，合肥工业大学“黄山学者优秀青年”、入选人社部“博士后

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新材料与高性能结构、结构防灾减灾理论、智能建

造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科技创新平台重大科技项目、国家重点实验

室开放基金等，作为骨干人员参加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等 10余项课题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专著 3 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件和美国发明专利

2 件，参编省级/协会标准 5 部。 

 

 

 

 



④水利创新训练 

  0749853B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水利水电工程，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本课程是在学校现有创新理论课程、创新实践之间嵌入的创新实践训练课程，

起到衔接的作用，让学生可以接受完整的“理论学习 -实践训练-实践”创新教育，

从而提高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帮助更多的学生，以更好的基础，参加创新竞赛、

创新训练项目等活动，或发表专利与论文。  

课程内容 

学生通过完整地完成一件水利创新作品，从探索分析现实问题、设定题目到完

成设计、团队合作、提交说明书、PPT 答辩等，进行系统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

力、专业交流能力等方面的训练。水利作品突出展现水利与机械、计算机、自动化、

新材料、管理等各种学科的融合创新。 

课程特色 

课程借助竞赛形式，使学生参与从选题、设计、改进到写设计说明书、 PPT 汇

报的全过程中，通过每个环节和细节的实践以及教师的指导，学习创新的方法、要

注意的问题和各种容易犯的错等等，把对创新的认知，以体验的深度落到实处，巩

固理论，保证创新能力培养的质量。 

教师简介 

 

 

张瑞钢，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指导国家级、

省级、校级创新训练项目 10 余项；指导学生获全国水利创新设

计大赛特、一、二等奖共 7 项；主持、参与教学研究项目近 10

项。 

景月岭，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指导国家级、

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近 10 项，指导学生作品获得全

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获得第三届安徽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1

项。 



⑤Python 语言与系统设计 

  052982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Python 语言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语言之一。Python 是一个强大的，灵活

的，开放的，易于学习的源语言，使用方便；不需浪费太多时间定义和强制转换变

量类型，与 C/C++等代码间可进行绑定；在云计算、WEB 开发、科学计算、系统操

作和维护、金融、图形可视化等领域拥有海量免费资源库，为其广泛应用推广打下

坚实基础。 

课程内容 

Python 的学习和使用简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理解 Python 的编程

模式，熟练运用 Python 列表、元组、集合等基本数据类型以及相关列表推导式、

切片等特性来解决实际问题，熟练掌握 Python 分支结构、循环结构、函数设计以

及类的设计与使用。本课程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于数据处理的理解，并培养学生利用

Python 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课程特色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 Python 程序设计语言发展的背景、基础知识、相

关技术及其应用有一个较为全面地了解；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计算思维能力；具有设计技巧理解、软件开发和应用的初步能力，

从而为将所学知识和技术运用于实际应用领域奠定基础。  

教师简介 

李培培，博士，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计算机系副主任。2012 年

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获博士学位。 2008.04- 

2009.04 在 新 加 坡 管 理 大 学 作 助 理 研 究 员 从 事 Web 语 义 方 面 的 合 作 研 究 ，

2010.08-2012.12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事知识库清洗与挖掘方面的合作研究，

2013.01-2015.04 在合肥工业大学软件工程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

向：短文本/多标签数据流挖掘、概念漂移检测方法及应用。  

 

 

 

 



 

⑥学科前沿讲座 

  054014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课程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方向与领域的基本概念和最新技术发

展动向。通过开展系列讲座，能够让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了解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提升学生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思考本领域的可持续性问题与

现有技术的局限性，为相关专业的学生将来就业或进一步深造提供必要的指导。  

课程特色 

本课程将聚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和智能信息处理这两个特色方向，拟邀请多位

行业专家就当前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现状开展系列讲座。课程结合研究热点和专业

“卡脖子”技术，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

理解和包容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教师简介 

李春华，男，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和电路与电子技术。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 项，主持安徽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1 项，主持合肥工业大学课程思政项目

1 项，主持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研究项目 1 项。获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 项，已发表中英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 20 余篇。 

 

 

 

 



⑦电子信息类前沿讲座 

  053009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与信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本课程以专家学术讲座形式，讲授电子信息领域的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让学

生了解电子信息领域现有技术的局限性，了解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前沿理论

与发展趋势，促进专业交叉，并为学生就业或进一步深造提供参考。  

课程内容 

系列讲座将聚焦雷达、通信、导航定位、偏振探测和智能信息处理等学科方向，

邀请多位专家就当前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现状开展讲座。讲座内容包括：电子信息

技术概论及雷达发展现状；智能信息处理基础及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导航原理及应

用；偏振探测技术；红外隐身及探测技术；通信技术发展现状。  

课程特色 

讲座内容力求深入浅出，既能反映学科发展现状，又有一定的科普性质。课程

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报告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讲座及完成期末报告，让学生

有所知、有所悟。 

教师简介 

  齐美彬，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是信号分析与处理、雷

达与电子对抗。 

  孙锐，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智能信息处理。  

  夏娜，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是导航信息处理、智能传

感器技术。 

 

 

 

 

 

 



⑧基因与生态 

  223030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生物技术专业，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经典生态学是生命科学中相对宏观的研究领域，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个体、种

群、群落、生态系统。现代生态学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经典生态学研究中融入

了分子生物学技术方法。对于生命科学领域初学者和学科交叉融合的学习者，这是

一个很好的学习生命科学理论知识的切入点和探索领域。  

课程内容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生物和非生物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本课程

讲述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这 4 个层次的经典生态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进展。

同时，分子生物学技术方法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利器。在讲述经

典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之外，我们还将涉及以学科交融的分子生态学为代表的现代生

态学研究成果。本课程将讲述经典和现代生态学的理论知识、研究进展、技术方法。  

课程特色 

本课程有助于学生初次了解和学习生命科学知识。各学科的交叉和联系是学科

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本课程的学习当中，我们将思考和讨论以经典生态学与分子生

物学为代表的其它微观层次学科交融所带来的研究成果。课程联系实践，有助于学

生学会思考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开启科研的启蒙旅程。  

教师简介 

黄胜雄，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2 年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同年 6 月底进入合肥工业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工作；2017 - 2018 年，在美国

佐治亚大学生物信息学研究所访问研究。主要从事植物和微生物基因组学、比较基

因组学和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发表高水平论文 30 余篇。其代表性成果包括以第

一作者身份 2013 年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的中华猕猴桃基因组研究工

作。 

 

 

 



⑨环境学概论 

  0910172B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环境工程，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议题，本课程将系统介绍环境学基本

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通过课程学习，提高学生保护环境的责任感，树

立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并初步具备分析和解决典型环境问题

基本素养。 

课程内容 

课程概要讲述环境问题变化历程和可持续发展基本思想，生态学基本规律，环

境污染与人体健康，大气、水体、土壤、噪声和固体废物等环境污染的基础知识、

基本控制原理和方法，环境管理基本制度等。  

课程特色 

本课程最大特色是以环境问题为主线，让学生全面系统了解环境问题成因、危

害及解决途径，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  

教师简介 

李湘凌，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

壤重金属等元素生物有效性和毒性、土地质量评价以及生态地质评价等方面的科研

工作。 

 

 

 

 

 

 

 

 

 

 

 

 



⑩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121079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 

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学科角度感触世界是大学阶段学习与研究的乐趣之一，《当

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有助于学生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

世界，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帮助他们树立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全人类共同

繁荣与进步而奋斗的信念。 

课程内容 

本课程以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主线，对当代世界经

济与政治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规律进行系统讲述，对欧洲、美国、俄罗斯的经济、政

治与对外战略进行分类阐释和介绍，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发展变化、对外战略思想以

及对外关系进行重点教育。 

课程特色 

本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性，一方面注重学生理论水平的提升，引导学

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现象进行客观分析。

另一方面，本课程能帮助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各国兴衰变迁的经验教训，更好地理

解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教师简介 

吴言，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毕业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主要从事大国关系与地区安全、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联盟政治等领域的研究。  

 

 

 

 

 

 

 



⑪青年学 

  121074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把青年期当作一段特别奇异的时间，几乎是一种世界的

迷信”。青年时期不仅是个体生命的重要历程，也是人生各大矛盾的交汇期，学习

《青年学》能够帮助青年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生的矛盾和思想困惑，帮助青年更好

地成长。 

课程内容 

青年学是一门专门研究青年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教学内容涵盖

青年学的基本理论、青年的成长规律、青年的人生发展以及青年的社会存在这四大

模块，具体展开为：青年发生理论、青年身心发展、青年自我概念发展、青年社会

化、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青年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青年文化及引导等。  

课程特色 

课程以青年成长中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既注重对青年问题的理论解答，更注

重培养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训练。在教学中，通过精心设计翻转课堂模块，如青年

学热点问题微课展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实操训练、分享一本好书等，充分发

挥学生创新热情和参与课堂积极性，采用跟踪式精细化翻转指导，使成果展示成为

师生共同的作品。 

教师简介 

郭芙蓉，博士，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讲授《青年学》《思

想道德与法治》《伦理学》等课程。在教学中，让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是帮

助学生解惑释疑之后看到学生切实地成长和积极地改变！做学生生命成长中的重要

他人，做一个有温度的思政课教师。 

 

 

 

 

 



⑫中国传统文化 

  121045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赋予

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至关重要。而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青年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和创造力。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升青年学生的文化素养、文化自信，促进青

年学生的文化思考、文化实践。 

课程内容 

本课程主要从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科学技术、精神文化等方面来

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目的主要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服饰、饮食、政治经济教

育制度、中国古代科技、儒释道思想等方面的介绍，促进学生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挖掘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增强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提升文化自信，从而引导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

扬中华文明新活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课程特色 

本课程的特色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全面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学生

的兴趣，通过指导学生实践，引导学生自觉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

特别是自己家乡的传统元素，并自觉地将传统资源进行现代转化，促进学生积极继

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并落实到自己日常生活中。  

教师简介 

 

 

 

 

江刚，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现

阶段主要讲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道德与法治》等课程，研

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明清哲学。主持省哲社 1 项，在《孔子研究》

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⑬现代礼仪 

  121064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 

亲爱的同学们，你知道在正式场合如何站、蹲、坐、行吗？你知道通话结束后

谁先挂断电话吗？你知道在为他人做介绍时的先后顺序吗？你知道服装的类型及

相应的着装要求吗？你知道领带的打法吗？你知道求职面试的注意事项吗？……

如果你对礼仪方面的知识感兴趣，请来到《现代礼仪》的课堂。  

课程内容 

本课程主要探讨现代人们如何掌握和运用社会交往中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

规范，系统介绍关于现代礼仪的理论和操作，涉及礼仪的起源、概念、社会功能和

修身作用等，阐明了体姿、容貌、交谈、服饰、引见、应聘等礼仪的原则和运用技

巧，使学生掌握现代礼仪的基本理论，并能结合实际以正确的形式和途径加以应用。

课程特色 

本课程不仅注重教师的理论讲解，更加注重对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因此，在

课程教学中，既有主讲教师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理论讲解，又辅以角色扮演、现

场演示、模拟面试等互动式教学方式，带你一起探索礼仪的奥妙。  

教师简介 

陈华，法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教

学与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安徽省哲社等省部

级项目多个，荣获安徽省思政课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长三角思政课教师讲课比赛

三等奖，第二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优秀奖。  

 

 

 

 

 

 

 

 

 



⑭印尼历史 

  1520050X   

 
来源专业培养方案：印度尼西亚语，外国语学院 

课程内容 

本课程的研究对象是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发展与演进。课程基于老一辈学者对我

国丰富古籍资源的考证成果，利用自身掌握的语言工具，将相关史料翻译成汉语，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采取分时期独立学习的方式，阐述印

度尼西亚区域范围内的王国从远古史前社会，经历古代、近代、现当代各个历史时

期社会的发展演变。内容涵盖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同时对历史发展

的基本轨迹和特征，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做客观的阐释和评析。  

课程特色 

课程在全球史观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补充，加入中国与当代特色，建构中国的

全球史研究体系，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相互促进。宏观方面，以更广阔的全球

眼光作为视域，阐述历史上全球化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微观方面，重视对国别史、

地区史的研究，修正世界史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端。在迈入 21 世纪的新形势

下，研究周边国家历史，总结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增进我国

与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促进当代亚洲共同体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

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教师简介 

石宇鑫，人文学专业博士，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综合授课经验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