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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仪器分析》课程传统教学中的各种现实问题，

在本课程教学设计中充分利用 MOOC 平台、虚拟仿真软件、SPOC 平

台上的教学资源，拓展课外学习，同时整合教学资源，搭建 SPOC

云班课教学平台，以五步教学法组织课中教学，以三维综合评价体

系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最终实现各要素间互促互补，激发主

动性和学习热情，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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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涵与特征

（一）含义

1. 仿真教学的定义。仿真教学的技术基础是仿真模拟技术和

虚拟现实技术两大门类，虚拟现实技术就是我们常说的 VR 技术，

即以现代智能设备为依托，为用户模拟虚拟的场景，提升用户体验，

仿真模拟则是以仿真度高的器材、原材料等实物让学生更好地感

受相关器材的工作流程和方法。将虚拟现实技术和仿真模拟技术

相结合，在虚拟化的场景当中添加仿真度高的教学器材和物体，

有助于让学生在特殊的教学场景当中提升学习效率和效果。

2. 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的主要

技术平台是互联网技术，教学活动当中，学生和教师通过互联网

的链接形成课堂，摆脱对传统空间教室的依赖，为教与学提供新

颖的方式和形式。借助 SPOC 混合式教学，教学活动的主体由教

师变为学生，学生更多地需要体现自身的能动性，自主探索，教

师起引导作用，指导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学生需要充分发挥自身

的能力完成学业。

（二）特征

1. 虚拟仿真教学活动的特点。东方仿真公司开发的大型分析

仪器仿真软件 ISTS2.5（13 单元），覆盖了食品检测相关的主要大

型仪器分析设备，包括色谱、光谱、电位仪和显微镜等十三个仿

真培训系统，具备以下特点。

（1）检测过程全仿真。检测过程当中，从样品制取到结果报

告，整个流程当中都运用仿真教学，保证学生能体验实际检测的

整个过程。

（2）仪器环境全仿真。仿真软件与仪器的工作软件、工作站

一致，操作界面与实际设备一致，学生完成一次仿真操作就相当

于做了一次仪器软件操作。

（3）时空上具有开放性。学生只需在手提电脑上安装学生端，

插上密码狗，就可以在课堂内外异地仿真操作，不受时空限制，

利于自主学习。

2. 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的特点。SPOC 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新技术、新融合和新体验三个方面。新技术是指用信息化技术来

创建 SPOC 教学资源，组建平台；新融合是指技术与教育、课程

与过程、线上与线下、个人与小组、教授与学习的多元融合。新

体验是指在优质师资辐射、教学资源共享、多元化自学、定制化

课程体验等方面的全方位立体体验。

这种教学模式相比较传统教学方法，有很多优势：更适合大

学的课堂教学、更容易实现个性化的教学、其碎片化的资源更实用。

二、意义与价值

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分析仪器实操课程的教学，会出现很多的

问题，如大型分析仪器配备、配置有限，关键设备落后；设备和

药品损耗大，存在安全隐患；教学过程枯燥抽象，理论与实践相

脱节；学习空间、时间的限制；考核方式单一，缺乏创造性探索。

在该课程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 SPOC、仿真与实操相融

合的教学模式，利用 SPOC 和仿真教学的优势，将有效解决上述

问题。

在 SPOC 混合式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师

用丰富的教学活动使得课堂更加生动有趣，充分地激活了课堂，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SPOC 在线平台中有讨论区，师生和生生间可

以跨时空互动，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求知欲和积极性。

仿真教学因为灵活性、互动性强及直观性好，可以改善学生

的学习成效。仿真教学中声、图、动画相结合，填补了线下课堂

缺失的部分，调动学习积极性，促进原理和操作的理解，误操作

对仪器无伤害，节约了仪器维护和使用费用，仿真培训系统可以

反复操作，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大型仪器设备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人人能操作，将有效的提高教学成效。

三、仿真课堂的实施策略

（一）明确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任务

本课程对应的直接岗位是食品理化检验员，学生通过这门课

程的学习，能解释各类食品分析仪器的原理、认识其基本构造，

能正确操作仪器，能分析处理仪器中获得的数据和谱图、撰写检

验报告，能排除简单故障、进行日常维护，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上

岗能力。教学内容将与此岗位的需求紧密结合，这样在很大程度

上得到学生对所在专业的认可，进而提高学习兴趣，最终取得较

好的教学效果。根据上述课程目标，基于真实产品检测项目，设

置本课程的主要教学项目，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食品类专业分析仪器实操教学内容

学习模块 学习项目

紫外 - 可见吸收

光谱法

项目 1：邻菲罗啉分光光度法测定矿泉水中的微量铁

项目 2：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功能饮品中的 VC

原子吸收光谱法 项目 3：原子吸收法测定茶叶中的铅

分子发光分析法 项目 4：荧光分析法测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的维生素 B2

电学分析法 项目 5：电位分析法测定饮料中的 pH 值

气相色谱法

项目 6：气相色谱法测定白酒中的乙酸乙酯

项目 7：气相色谱法测定蔬菜中的农药残留

高效液相色谱法 项目 8：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肉制品中的兽药残留

从表中可以看出，每个模块的学习项目都是某个具体产品的检

测，是基于实际工作过程的，另每个学习项目中都对应特定的情境，

以表 1 的项目 3 为例：假如你是杭州龙井茶叶集团有限公司的理化

检验员，负责公司出厂理化指标的检测，为了保证产品合格出厂，

需要对产品中铅含量进行测定，你觉得自己需要做哪些工作？

设置这样的实际工作情境，学生能更真实地去体验理化检验

员岗位的具体工作，激发兴趣和主动性，再利用 SPOC 平台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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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仿真软件可进一步保证每位学生都可以参与操作，通过完成基

于工作过程的学习项目达到课程学习目标。

（二）整合线上资源、发挥仿真优势的教学设计

1. 发挥信息资源优势，拓展课外学习。充分利用 MOOC 平台、

虚拟仿真软件、SPOC 平台上的教学资源，设计“课前自主学习、

课中知识内化、课后巩固提升”三阶段教学活动，各阶段教学内

容和教学任务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引导学生掌握课程知识

和技能，提高职业素养。

2. 优化整合教学资源，搭建 SPOC 教学平台。在信息爆炸时代，

音视频资源非常丰富，SPOC 平台上的资源可通过多渠道获得。从

中国大学 MOOC、省共享平台摩课书院和职业教学专业资源库等平

台中选取所需的微视频进行剪辑提炼；自行拍摄必要的操作视频；

从食品伙伴网上下载最新的检验标准、分析检测新技术、新动态等；

依据各学习项目的具体要求，开发云班课上的教学资源；仿真软件

中自带的操作视频的剪辑提炼。利用这些来源，结合每个学习项目

的需求，整合成云班课上的教学资源，形成 SPOC 教学平台。

3. 建立综合评价学生的三维评价体系。这种融合教学的模式，

不仅要进行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融合，还需要进行评价方式的整

合和创新，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在教学活动当中教师既要

注重结果考核，也要强调过程考核，综合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

对教学评价体系进行创新和完善。结合相关的考核评价内容和路

径，将考核评价体系以下图表 2 的形式展示出来：

（三）五步教学法强化教学组织

本课程采用 SPOC、仿真和实操相融合的教学模式，课前教师

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 习，课中采用“导入任务、解读标准、实施

仿真、操作仪器、分析结果”五步教学法实施教学，课后跟踪巩固。

具体教学过程如图 1 所示。

下面以原子吸收法测定茶叶中的铅为例，简述 SPOC、仿真和

实操相融合的教学过程。

1. 课前自主学习。课前教师在云班课上传“原子吸收法测定

茶叶中的铅含量”项目教学资源，以课前讨论、课前头脑风暴、

课前测试等活动导入学习任务，通过云班课发布自主学习任务单。

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学习视频、PPT 等资源，在课前讨论中探讨

本次课的主题，完成课前头脑风暴和测验活动。

2. 课中知识内化。教师根据学前预习情况，确定课中重点以

及活动形式，以小组分享课前任务导入本次课程主题，以学生分

组讨论的方式解读“食品中铅含量测定”国家标准，以虚拟仿真

软件实验操作达到良好为标准判定能否操作仪器，以小组分工操

作的形式进行实操并完成数据分析和结果报告。

学生在实操中，需录制仪器操作的整个过程上传云班课。依

据各组的操作视频，教师引导学生一起找茬，总结操作的技术关键，

组间认真完成互评。

3. 课后巩固提升。课后，可以将线上、线下学习相结合。线

上复习视频及 PPT 课件等，完成课后线上作业；线下学习实验操作，

反复进行仿真培训系统的练习，不断强化操作技能。有问题可以

直接通过云班课的“讨论 / 轻直播”、QQ 群、微信群、钉钉群等

答疑解惑，实现跨时空的交流互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SPOC、仿真和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各要素间

互促互补，通过线上、线下的学习和实际操作，能向学生呈现更

加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和课程相关知识，激发主动性和学习热情，

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职业素养。为了能实现 SPOC、仿真

和实操的真正融合，对教师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教学活动设计、

组织与实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兄弟院校教发

中心培训平台、第三方培训机构，在线上线下积极参加相关培训，

不断吸收新技术、新方法、新要求，提升自身的综合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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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析仪器实操课程融合教学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