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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类专业仪器分析实验课程信息化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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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食品专业仪器分析实验课程的特点，基于微课和虚拟仿真技术进行了信息化教学探索。构建了基于微课的线上学习平台，

并将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引入教学中，通过革新教学方法和改革课程成绩考核方式，建立了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实验教学课程体系。教学实

践表明，运用微课联合虚拟仿真实验技术的仪器分析实验信息化教学，突破了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资源，扩展了学

生的学习方式，有效提升了食品类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及专业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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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是食品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起着培养学生

掌握食品分析与检测技术的作用。课程包括分子光谱分析、原子

光谱分析、色谱分析和质谱分析等内容，课程知识抽象、涉及面广、

信息量大，既有比较抽象的理论基础知识，又有比较具体的实际

应用技术，系统性和逻辑性比较强，而且与工程技术及生活实际

联系紧密。实验教学是仪器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的实验

教学中，由于仪器贵重、操作复杂，学校用于教学的各类型仪器

数量少，学生分组进行实验，加上仪器原理结构不易掌握，因而

学生实验时操作仪器时间少，实验过程谨慎，实验教学效果难以

达到理想的状态，甚至出现部分学生不愿动手和仪器损坏的情况。

如何使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和实验条件下掌握仪器基础知识和实

验技能，是仪器分析实验教学中需要持续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信息化技术在仪器分析实验教学中的优势

新时代知识获取和传授方式、教和学关系等发生了革命性变

化，信息化技术日新月异，在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信息化教学也成为教师教学研究与改革的重要手段。运用信息化

技术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扩展学习方式和资源，拓展学

生知识面，提升学生的实践水平和综合能力。信息化教学手段也

有助于师生互动，打破师生面对面交流的限制，增加交流频度，

增进师生感情，而且有助于教师创新教育教学，提高课程的教学

质量和效率。在各类信息化教学技术中，微课和虚拟仿真实验是

非常重要的信息化教学技术，有力推动了实验教学的进步。

微课又名微课程，是以负载在网络学习平台上的教学短视频

为主要载体，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针对某个知识点或教学

环节而开展教与学活动的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组合。微课程包括

课堂教学的全部因素：教学目标、教学策略、师生互动、教学资

源等，将这些教学因素以高度凝练的方式融合形成短小精悍的视

频即形成微课程。微课程与传统课程相比，不仅教学时间短，内

容具体精炼，使用方便，表现方式生动有趣，能更好地诠释和说

明主题，而且可以满足学习者随时随地高效、快速地学习需求，

契合网络时代追求便捷高效学习的趋势。

三维虚拟仿真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

仿真系统，其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的三维

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去。该

技术在实验教学中又被称为“虚拟仿真实验技术”，是借助图像、

仿真和虚拟现实操作流程等技术在计算机上营造可辅助或者部分

代替传统实验各环节的相关软硬件环境。“虚拟仿真技术”一般

包括虚拟仪器系统、数据分析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和虚拟实验

室管理系统。它作为一种新的实验教学方法，丰富了实验教学模

式和实验教学内容。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不仅可以辅助高校的科研

工作，而且在实验教学方面也具有较高的利用率，是高等教育信

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仪器分析实验课程相关知识内容多、理解难，用于教学的仪

器价格贵、数量少，学生操作不当还容易损坏仪器或造成实验安

全事故。传统教学中，学生实验前后掌握实验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

微课和虚拟仿真实验提供了全新的学习方式，学生可以充分利用

课外时间进行实验基础知识学习和实验操作模拟。因此，探索基

于微课联合虚拟仿真实验技术的食品类专业仪器分析实验的信息

化教学，能够克服传统教学的缺点，可以有效提升食品类专业学

生的综合能力及专业实践技能。

二、食品类专业仪器分析实验课程信息化教学探索

（一）构建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实验教学课程体系

在传统的食品类专业仪器分析实验教学过程中，通常为教师

讲授仪器原理和实验内容、演示实验，然后学生分组动手实验，

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比较单一被动，而教师也很难在有限的课堂

时间里掌握学生对于知识掌握的程度。另外，由于经费和场地的

限制，学校只能购买少量大型仪器实验设备，教学中往往是仪器

少、学生多的状况，实验仪器的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大多数学生动

手实践的需求，加上仪器的原理复杂、操作专业，教学课时又较少，

使得学生难以熟练掌握仪器结构和操作使用。同时，大型精密仪

器维护成本高，实验教学中也容易造成损坏，增加了教学成本。

针对食品类专业仪器分析实验课程的特点，建设基于微课的

网络学习平台，将微课线上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教学团

队建立了线上线下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另外，建设虚拟仿真实

验平台并应用到实验教学中，让学生在实际实验前进行虚拟仿真

实验，熟悉实验内容和过程，有效提高实际实验时的熟悉度和操

作技能。依据仪器分析课程的特点和食品人才培养的要求，构建

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实验教学体系，革新实验教学模式，提高实验

教学水平。图 1 展示了信息化教学情境中学生的学习流程，借助

信息化技术，学生学习的方式和资源得到极大的拓展。

图 1 仪器分析实验信息化教学中学生学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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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基于微课的线上教学平台

在课前实验教学设计中，教师提前提供基于微课的线上学习

资源。首先，在超星“学习通”制作仪器分析实验课程信息引导，

包括实验课程简介、团队介绍、教学大纲、授课计划和教学日历，

让学生对实验课程内容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学习目标明确。然后，

就仪器结构原理、分析方法原理、实验内容，教师进行课程章节

建设，上传教学 PPT、学习资料，录制并上传微课视频，包括仪

器原理、实验内容、实验流程、注意事项等。在视频最后设置选

择题或者判断题，帮助学生检验和巩固学习效果。学生通过扫描

班级二维码进入线上学习班级，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完成

实验预习报告和实验思考题。教师通过线上平台和学生交流、分

发学习任务、设置讨论组和检查学生预习效果。自由开放式的线

上学习活动赋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探究权，扩展学生学习的资源和

方式，使学生能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在移动终端上完成部分学习

任务。

（三） 利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进行教学

由于实验中的精密仪器学生基本上都是首次接触，在进行实

验的时候难免会犯错误，因此需要一定时间的反复练习来熟悉仪

器设备和实验内容，进而降低错误率。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能提供

学生虚拟反复练习的机会，因此将虚拟仿真实验辅助仪器分析实

验，能节约大量的教学资源。学生操作的每个实验步骤，虚拟仿

真平台能及时反馈是否正确，操作错误时能帮助分析其原因。虚

拟仪器可以安全方便地让学生了解各部分原理，教师也可以根据

不同实验步骤逐次展示实验的原理和工作方式，使得学习知识的

过程变得多样化。在实验课前，教师介绍虚拟仿真实验的使用，

要求学生必须完成虚拟仿真实验才能进行实际实验。通过虚拟实

验练习后，学生能够更加熟悉将要进行的实验内容，起到良好的

实验预习效果。也可在实际实验完成后，要求学生再次完成虚拟

仿真实验，进行实验的复习和巩固。教学团队在我校的虚拟仿真

实验平台中已经完成建设多个食品仪器分析实验，如“高效液相

色谱法测定可乐中的咖啡含量”“气相色谱法测定白酒中乙醇含量”

等。

（四）进行线上线下互动式教学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手机”不离身已是我国社会常态，

大学生更是手机的重度使用者。教师在线下授课时可以借助手机

这一工具，开展丰富的线上线下互动式实验教学。利用“学习通”

的签到功能，获取学生到课情况，节约课堂考勤时间。结合食品

类专业学生的特点，设置分组讨论实验内容的学习机制，充分调

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结合“学习通”的“选人”功能，随

机选取学生回答实验操作注意事项，提高学生听讲注意力，活跃

课堂气氛。还可在讲授过程中设置“知识抢答”教学环节，对做

的又快又准确的同学进行加分奖励，增强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兴

趣。鼓励学生拍摄实验精彩瞬间，在线上平台投票评比优秀实验

图片，激发学生认真做好实验的意愿。

（五） 建立合理规范的实验课程考核制度

为全面考核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的程度，利用线上

教学平台和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考核功能，制定一套合理的实验

考核评估制度。将课程考核设置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构

成。平时成绩所占比重适当偏大，该部分成绩由线上学习平台和

虚拟仿真实验给出。根据每一个学生在线上学习平台的学习数据，

包括学习时长、学习次数、预习报告、讨论次数、签到率等，给

每个学生一个综合的线上学习成绩。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学生成

绩根据学生的实验操作，分实验步骤打分，系统自动完成计分。

由线上学习平台和虚拟仿真实验给出的平时成绩包括多个方面，

因此得到的分数更加客观，相比传统的做法更加能反应学生的学

习情况。期末成绩由现场实验考核和实验报告综合得到。实验课

程考核机制的改革，有助于营造一种自由、公平、高效的学习氛围，

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四、结论

针对食品专业仪器分析实验课程的特点，对课程教学进行了

信息化教学探索。构建了基于微课的线上学习平台，并将虚拟仿

真实验技术引入实验教学中，突破了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增加

了学生学习的资源，扩展了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信息化教学技

术的使用改革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不仅突破了学习时空的限制，

使学生能够有效地利用课外时间，也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和积极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仪器分析实验课程仪器少、

学生缺乏经验容易造成仪器损坏的缺点。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

今天，开展食品类专业仪器分析实验信息化教学改革，革新教与

学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知识综合应用能力，也

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随着现代社会和科技的不断

发展，信息化技术以各种方式冲击着传统教育模式，不断出现形

式多样的信息化教学手段，突破了传统教学的空间和时间限制。

教师要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善于运用信息化教学

手段，持续提高教学能力。

参考文献：

[1] 李贵，魏华，龙华，贺建武，张晓蓉，易浪波，熊利芝 .《现

代仪器分析》实验教学改革初探 . 教育教学论坛，2019，10，

277-278.

[2]祁闯，孙璇，潘志勇，陆继来，张利民.食品类专业视域下“仪

器分析”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 科教导刊，2023，13，64-67.

[3] 马晓丽，李星海，杨晓宇，李继萍，莫国莉 . 信息化教学

改革在仅器分析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 内蒙古石油化工，2020，1，

81-82.

[4] 刘春英，冯锡兰，李汝奕，刘大鹏，董斌，张兆丽，卢玉

坤.信息化教学在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与思考.高教学刊，

2022，22，125-127.

[5] 张海伟，王宇，李露青，梅林，宋丽，王莉，高学玲 . 高

校“食品感官评定”微视频课的教学设计与应用研究 . 农产品加工，

2023，10，97-99.

[6] 王永强，吴爱军，李雪 . 虚拟仿真实验在大型贵重设备教

学中的应用 . 教育教学论坛，2018，5，275-276.

[7] 张	崟，陈卫军，周闯，刘文龙，余华，刘达玉 . 虚拟仿真

实验在“食品机械与设备”教学中的应用 . 农产品加工，2023，

12，106-108.

[8] 禹晓梅 .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仪器分析实验教学设计与实

践 .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2，5，151-153》

[9] 李贵，魏华，龙华，贺建武，张晓蓉，易浪波，熊利芝 .《现

代仪器分析》实验教学改革初探 . 教育教学论坛，2019，10，

277-278.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XJJG-

2021-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