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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仪器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以食品专业为例

张倩勉

（南宁学院食品与质量工程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0）

摘要：为了更好地使人才培养方案能落地实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本文主要在岗位需求为导向下，从仪

器分析的课程特点出发，分析该门课程的教学现状。针对仪器分

析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及手段、考核体系进行改革探索，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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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主要是采用比较复杂或特殊的仪器设备，通过测

量物质的某些物理及物理化学性质的参数及其变化，以确定其化

学组成、含量及化学结构的一类分析方法。该课程教学旨在培养

学生掌握仪器分析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仪器的基本结构和基

本操作，使学生具备根据分析对象的要求，结合各种仪器分析方

法的特点和应用范围，选择适当的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食品专业《仪器分析》课程教学现状

（一）课程地位和作用

仪器分析是食品科学类专业的必修课。其内容在食品分析检

测、食品微生物、食品化学等多门学科均有涉及，掌握仪器分析

的相关知识，对食品类的毕业生从事食品分析与检测、食品开发

与研发等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食品分析与检测的人才培

养过程中有着突出作用。

（二）课程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由于仪器分析应用范围较广，较多的专业均把它作为专业课

开设，该门课程有以下特点：

第一，多学科交叉融合课程，综合了分析化学、食品分析、光学、

数学等相关课程知识；

第二，实用性及实践性强；

第三，分析对象种类繁多，成分复杂。

基于仪器分析课程的特点，很多学生学习起来都会感到很吃

力，要做到对知识点完全理解并应用，很难。若按照传统的仪器

分析课程教学模式，容易出现以下不足：

1. 内容多，重点不突出

仪器分析内容涉及光谱分析法、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法、红

外分光光度法、荧光分析法、原子光谱法、核磁共振波谱法、质谱法、

波谱综合解析法、色谱法、气相色谱法、经典液相色谱法、高效

液相色谱法、高效毛细管电泳、电化学分析法等。不同学科背景，

其侧重点不同，但目前大部分教学内容对教材的依赖性相对较大，

重点主要放在各种分析方法的原理的讲解，教学形式主要是 PPT

演示方式，所以大多数学生觉得枯燥、抽象而难以理解，课堂气

氛较沉闷，达不到教学效果。

2. 设备少、实践项目的内容和方案的设置不科学

（1）仪器种类有限，数量不足。多数高校实验室在科研方面

配制了相关分析仪器，而在教学中这些仪器设备的购置和使用并

没有得到重视。另外，由于学生人数较多，很多实验项目都是采

取大组的形式进行教授，甚至整个过程仅由老师进行演示，无法

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上机操作，从而缺乏对整个实验过程的参

与。

（2）实践项目的内容和方案的设置不科学。由于仪器分析内

容涉及学科较多，除了食品，在环境、化学、卫生等学科也涉及，

范围广，同时，内容涉及光学、物理学、色谱学、热力学等知识。

而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实践教学内容更多的是从属于理论教学，

没有突出不同学科的侧重点，即与满足实际工作中对相应岗位的

实践能力要求吻合性不强。

3. 考核方式单一，未能正真反映学生的实际情况

仪器分析课程考核方式还是以期末考试为主，主要以基础知

识和简单的计算为主，仪器分析分析方法较多，而且各类方法之

间关联性不强，对学生来说，知识点比较分散，导致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不够，这样的方式不能检验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此外，

由于缺乏实际检验项目的实践，学生不能将所学理论知识和实际

检测项目结合起来。比如，要了解体育运动员在比赛前是否使用

禁药兴奋剂，对于采集什么样品、通过什么方法、分析什么成分、

结果如何判定等问题，对于仅仅靠期末考试的方式无法体现。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满足岗位的需求，提高岗位胜任力，仪器

分析课程教学的改革迫在眉睫。

二、课程教学改革设计

（一）“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产出为导向”的教学改革思

路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满足社会对具有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本课程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进一步分解成课程目标。本课程在原有课程基础之上，以能力培

养为导向，将课程内容以模块的形式进行优化重组。课程教学改

革思路见图 1。

图 1 仪器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总体思路



254 Vol. 5 No. 19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二）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路径

1. 以模块为单元，调整教学内容的侧重点

由于仪器分析课程的特点造成与课程相关的参考教材相对

多，根据专业性质及岗位需求，选择合适的教材以及内容显得尤

其重要。本课程以模块为单元，对教学内容分成光谱法（紫外可

见吸收光谱、荧光光谱法、原子吸收光谱、原子发射光谱以及红

外光谱）、色谱法（气相色谱、液相色谱），以及其他方法（核

磁共振波谱法、质谱法）三大模块 9 小模块的内容。同时融进了

思政内容，详见图 2。

图 2 以学为中心的教学内容的重构

2. 通过建立课程在线资源库，促进有效学习

针对课程的特点，通过建立课程在线资源库的方式，解决分

析方法原理抽象难以理解问题，同时可以弥补学生信息收集、汇

总能力弱等的问题。课程在线资源库模块及核心内容见表 1。

表 1 课程在线资源库模块及核心内容

模块 核心内容

课程参考教材及资料
课程相关微信公众号等，如色谱学堂等；仪

器分析相关电子读本。

小视频

以知识点的方式录制小视频，以帮助学生可

以反复学习相关知识点。包括光谱法中每一

台仪器的组成、使用方法等。每个小视频的

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仪器分析应用案例集 主要汇集每一种分析方法的典型案例。

习题库 汇集各个模块的基础知识、应用知识等。

学生学习成果
学生通过仪器分析方法完成优秀毕业论文、

发表的文章等。

 资源库的建立及共享，这无疑是学生跳脱课堂时间的限制，

与教师在课后通过平台进行交流学习，以加深对课堂理论知识的

巩固和延伸的一个好途径。

3. 科教融合促进教学改革

教学与科研如同鸟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把课程相

关的成果以案例的方式或教材教参的方式体现，这不但可以提高

学生学习和探究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而且可以得到

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了加强课程知识同专业之间的融合，将“科

教融合”理念引入课程教学。学生在毕业论文选题过程中，通过

鼓励并指导学生选择与该课程相关的课题，利用仪器分析方法解

决现实问题或创新。同时，把相关成果以“案例”的形式呈现于

课堂中，达到“科研反哺教学”的效果。

4. 丰富教学手段

对原理方面的知识点，可借助相应的视频，帮助学生对抽

象原理的理解，比如，在学习色谱分离原理前，可以通过让学

生观看“色谱法的起源—茨维特实验”的视频，实现从“图、

文、声”并茂与“立体 - 动态”的教学效果。同时，学习到具

体的仪器分析方法时，可引入生活中的案例，比如三聚氰胺、

兴奋剂、地沟油、化妆品等的检测等。让学生能更容易理解原

理。此外，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使用教具，比如，学习色谱分

析、原子光谱的光源时，通过把色谱柱以及空心阴极灯等仪器

配件带到课堂。

5. 校企共建实训项目，推进课堂与工作场景的深度融合

校企共建课程是实现产教融合的有效方式之一，可形成实践

与教育之间良好循环发展的系统。本课程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以

岗位需求为出发点，把课程实践内容安排在食品分析检测相关单

位，推进课堂与工作场景的深度融合，同时也弥补了在高校实验

设备型号陈旧、数量不足的现状。

6. 评价方式的创新和探索

根据该门课程中各分析方法的独立性的特点，为了让学生能

真正地掌握、领会并应用各类仪器分析方法，对“平时成绩（30%）

和期末考试（70%）”的考核方式进行了创新及探索。对于理论

知识方面，增加模块化测试的过程考核；对于实践部分，主要为

实训内容进行方案的设计。

三、结论

针对《仪器分析》课程特点，分析该课程教学现状。通过教

学内容模块化、建立共享资源库、建立校企共建实践项目及完善

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及探索，经过三届学生的实践，教学

成果突出。其中：学生选择与本课程相关内容作为毕业论文课题

的学生逐年增多。同时，学生对资源库学习内容、校企共建实践

项目以及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评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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