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伦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工程伦理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选修 

课程英文名称：Engineering Ethics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28/2/1.5 其中实验学时：0 

先修课程： 

授课时间：周三 3 到 4 节 授课地点：松山湖校区 6F-304 

授课对象：2016 机械设计 1 班；2016 机械设计 2 班；2016 机械设计 3 班； 

开课院系：机械工程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孙振忠/教授; 王怀明/博士 

联系电话：王怀明(18825542539) Email: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当面答疑。 

地点：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综合实验楼 12N206 室。 

时间：课余时间，可预约。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课程论文（√）  其它（√）案例讨论＆报告 

使用教材： 

工程伦理学/张永强，姚立根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 

 

课程简介： 

工程伦理是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开展工程伦理教育具有重大意义。本课程涵盖：工

程伦理概论、工程师的责任、工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与社会责任、工程中的诚信与道德、

工程利益相关的博弈、工程与生态责任、工程伦理的应用。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除原理讲授外，着重在透过以学生

为主体之实际参与案例讨论，以期使学习

完成后，学生能够： 

1. 掌握并能应用工程师的道德规范。 

2. 掌握并能应用工程师的责任。 

3. 掌握并能应用工程师在科技活动和工

程实践中如何遵守道德规范。 

4. 掌握并能应用工程师与生态、社会的

永续发展的关系。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

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业学生的课程

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知识的

能力； 

□核心能力 2. 设计与执行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相关实验，以及分析与解

释数据的能力； 

□核心能力 3. 机械工程工程领域所需

技能、技术及使用软硬件工具的能力； 

□核心能力 4. 机械工程系统、零部件

或工艺流程的设计能力； 

核心能力 5. 项目管理、有效沟通协

调与团队合作能力； 

□核心能力 6. 发掘、分析与解决复杂

机械工程问题的能力； 

核心能力 7． 认识科技发展现状与

趋势，了解工程技术对环境、社会及全

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



力； 

核心能力 8． 理解职业道德、专业

伦理与认识社会责任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

方式 
作业安排 

1 

概论；工程师的

责任；工程中的

利益相关者与社

会责任。 

2 

教学重点：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

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活动与道

德所发生的尖锐冲突、工程师伦理责

任的变化（由最初的忠诚责任转变为

普遍责任，社会责任，自然责任）。 

教学难点：工程师在国际活动中应该

要有一种超文化规范进行约束。  

课

堂

讲

授 

 

2 

工程中的诚信与

道德；工程利益

相关的博弈。 
2 

教学重点：人道主义精神越来越成为

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的重要内容（研

究、设计与制造、实验、商业、公共

事务等活动）、工程师与雇主在商业

活动中的利益博奕、解决利益相关方

之间冲突的对策。 

教学难点：工程师须具备在利益冲突

及道义与功利矛盾中做出道德选择的

能力、工程师所面临的忠诚 vs社会责

任及忠诚 vs 跳槽等的道德困境、国家

法律的相关规定。 

课

堂

讲

授 

 

3 
工程与生态责

任。 
 

教学重点：建立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工

程已经成为工程活动的目标、工程师

的生态责任意识与环境问题关系。 

教学难点：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对

工程的挑战、环境保护及动物解放。 

课

堂

讲

授 

 

4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示范） 
2 

教学重点：工程师伦理责任：普遍责

任，社会责任、工程师与雇主在商业

活动中的利益博奕、工程师须具备在

利益冲突及道义与功利矛盾中做出道

德选择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生态伦

理对工程的挑战。 

讨论案例： 

1.美国「安隆案」。 

2.台湾「绿牡蛎」。 

课

堂

讲

授 

 



5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示范) 
2 

教学重点：工程师所面临的忠诚 vs社

会责任及忠诚 vs跳槽等的道德困境；

工程师须具备在利益冲突及道义与功

利矛盾中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 

讨论案例： 

1.LED发明人 vs日本老东家。 

2.「铁达尼」号。 

课

堂

讲

授 

 

6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 
2 

教学重点：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

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师伦理责

任：普遍责任，社会责任，自然责任、

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的人道主义精

神、工程师与雇主在商业活动中的利

益博奕、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对工

程的挑战。 

讨论案例： 

第一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 

第二组：美国「三浬岛」核灾。 

分

组

讨

论 

 

7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 
2 

教学重点：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

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师伦理责

任：普遍责任，社会责任，自然责任、

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的人道主义精

神、工程师与雇主在商业活动中的利

益博奕、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对工

程的挑战、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讨论案例： 

第三组：日本「福岛」核灾。 

第四组：「三鹿」毒奶粉事件。 

分

组

讨

论 

 

8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 
2 

教学重点：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

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师的职业

伦理中（研究、设计与制造、实验、

商业、公共事务等活动）的人道主义

精神、工程师与雇主在商业活动中的

利益博奕。 

讨论案例： 

第五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 

第六组：「三星」手机电池爆炸。 

分

组

讨

论 

 

9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 
2 

教学重点：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

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师伦理责

任：普遍责任，社会责任，自然责任、

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研究、设计与

制造、实验、商业、公共事务等活动）

的人道主义精神、工程师须具备在利

益冲突及道义与功利矛盾中做出道德

选择的能力。 

分

组

讨

论 

 



讨论案例： 

第七组：福特「平托 Pinto」汽车。 

第八组：「设计上的瑕疵」。 

10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 
2 

教学重点：工程师须具备在利益冲突

及道义与功利矛盾中做出道德选择的

能力、工程师伦理责任：普遍责任，

社会责任，自然责任、国家法律的相

关规定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活动

进行有效的制约。 

讨论案例： 

第九组：「多氯联苯」。 

第十组：「黑心食品」。 

分

组

讨

论 

 

11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 
2 

教学重点：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

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师的职业

伦理中（研究、设计与制造、实验、

商业、公共事务等活动）的人道主义

精神、工程师伦理责任：普遍责任，

社会责任，自然责任、可持续发展、

生态伦理对工程的挑战。 

讨论案例： 

第十一组：「雾霾」。 

第十二组：「工业污染」。 

分

组

讨

论 

 

12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 
2 

教学重点：建立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工

程已经成为工程活动的目标、工程师

伦理责任：普遍责任，社会责任，自

然责任、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对工

程的挑战、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

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师须具备

在利益冲突及道义与功利矛盾中做出

道德选择的能力。 

讨论案例： 

第十三组：「工业 vs气候变迁」。 

第十四组：「工业 vs生态变迁」。 

分

组

讨

论 

 

13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 
2 

教学重点：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

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师须具备

在利益冲突及道义与功利矛盾中做出

道德选择的能力工程师的职业伦理、

工程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师

伦理责任：普遍责任，社会责任，自

然责任、工程师与雇主在商业活动中

的利益博奕、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讨论案例： 

第十五组：「豆腐渣工程」。 

第十六组：「造假的测试报告」。 

分

组

讨

论 

 



14 
工程伦理的应用 

案例讨论 
2 

教学重点：工程师须具备在利益冲突

及道义与功利矛盾中做出道德选择的

能力、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师的职

业伦理、工程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

工程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工程师

伦理责任：普遍责任，社会责任，自

然责任、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研究、

设计与制造、实验、商业、公共事务

等活动）的人道主义精神。 

讨论案例： 

第十七组：「研究或学术造假」。 

第十八组：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 

分

组

讨

论 

 

合计: 28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课堂考勤 不得无故缺席，认真听讲，积极参与教学互动。 10% 

案例讨论 分组报告，案例的明了度，完整度，参与度。。 45% 

案例讨论书面报告 按时提交，案例的深入度，贡献度。 30% 

个人学习报告 按时提交，工程伦理与机械工程的关系。 15% 

大纲编写时间：2018 年 9 月 4 日 

系（部）审查意见： 
 

 

我系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部）主任签名：曹晓畅                 日期：2018年 9  月 15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 3-5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

解、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

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

部分复制（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