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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课程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的研究
李家全　张敬宇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广西 南宁 530033）

摘要：在职业教育中开展教学诊断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可以

大大提高职业教育教学水平，还能丰富职业院校的办学层次，对

于构建精品课程也具有积极意义。教师通过模仿医生诊断病人的

方式来探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强的改进措施，是推

动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动力。本文对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

课程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进行了重点探究，希望为该专业发展和

人才培养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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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课程学生，由于刚开始接触烹饪，

在学习中存在着精力不足，学习信心低下，对所学的专业和内容

不感兴趣等问题。再加上本课程设置的课时数较少，教学内容多

而杂，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存在着结合不紧密，甚至相互孤立的

状态，更是加剧了中职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课程的枯燥与乏味。

此外，在中职学生群体中还存在着自主学习能力低下等问题，这

就导致他们在学习理论知识时对于尚未弄懂的问题，不习惯借助

图书馆或网络查阅的方式来解决，对于所学知识也缺乏整理、归

纳等习惯，导致他们的学习效果差强人意。目前，我校采取的是“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合作双赢”的模式，这一培养模

式虽然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实践能力，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

如学生群体出现了重专业知识学习，轻基础知识巩固，专业划分

过细，导致学生们的就业方向狭窄等问题。这是笔者经过长期、

深入地对中职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课程进行诊断的结果。对于

上述问题，相关教育工作者应引起重视，通过对问题原因的寻找

和分析，找到相应的对策，从而提高本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我

校的办学水平。

一、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课程开展教学诊改的重要性分析

餐饮业是与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一大行业，也是构成现代服

务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优劣直接关系到服务业

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地方餐饮业为根基，加快其快速、稳定发展，

不仅可以优化产业结构，还对当地餐饮文化、促进就业水平等具

有积极意义。广西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红利，如广西

酒店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也在不断更新，《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教育部职成司

关于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通知》等政策的颁

布和实施，为中职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课程开展教学诊断与改

进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新常态下，教育行业的创新健康持续发展

离不开专业技能型人才，而人才则需要学校大力的培养和输出，

因此，加强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课程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势在

必行。烹饪技术专业课程应结合教学诊改，在以《原料加工技术》

为基础来传递新的知识、方法和技能的同时，还应加强对相关知

识体系的构建，通过“五个对接”，来完成诊改，推动本专业课

程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课程开展教学诊改的实施方法

《原料加工技术》是烹饪专业的基础课程。教师在教授这门

课程时，应明确教学目标定位即让中职饪专业学生对于加工技术

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够熟练运用，跳出菜肴营养知识局限，通过

将其与健康联系起来，来找到平衡营养、合理膳食的目标。针对

学生们在学习中，缺乏明确、科学的学习目标，且所学的知识较

为陈旧、单一，学习方法掌握较为死板，不会举一反三等问题，

教师可通过将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结合的方式，将原本教材中的

知识进行一种有效的转化，通过对模块系统的调整和优化，来解

决上述问题，从而使培养出来的人才既符合创新发展的需求，又

能促进人才的全面、科学发展。例如，教师在进行“情景导学”

模块的教学时，不妨借助真实的案例来创设工作情境，引导学生

带着兴趣去学习；在“思考与练习”模块的教学中，教师不妨将

教学内容和学生将要进行的实训内容相结合，从而使学生的技能

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原料加工技术》课程的设置来源于实践。因此，在其应用

时，也要以实际工作需求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进行

课程设置时，可将烹饪厨师等级考试等相关内容融入其中，从知识、

技能等入手来构建更为全面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提升学生们的实

践力。在此基础上，创建一种崭新的教学环境，以便于师生共同

进步，在此环境中，教、学、做和评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中职烹饪学专业《原料加工技术》的教学环节中，上述措施符合

教学诊断，适应了信息化时代需求，并通过不断摸索和实践来丰

富已有的教学内容，使其更具针对性，以增加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使教学结果具有可测性，让教与学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变得更

加生活化和形象化。

《原料加工技术》教学难点和重点会根据其教学进程的推进

而有所不同，对其内容进行熟悉和掌握，使学生们具备相应的技

能和能力是本专业教学的重要目标。针对《原料加工技术》课时

少等问题，可从加强重难点知识讲解，广泛撒网的方式来引导学

生们进行科学有效地学习，从而使重点知识能得到特殊关照，难

点知识能进行有效解决。

本文系：“校级课题：烹饪专业《原料加工技术》课程开展

教学诊断与改进”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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