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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思维能力不足，导致学生听课效果差；学生很多都是机械
式死记硬背，对知识很难产生兴趣；无法意思到课程的重要性，
学习的自觉性不高。

1.3 老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育方式
以往实验室设备较少，考虑到安全方面和设备的精度问题，

教师一般都不进行设备的拆卸，解剖讲解，只能在拿着示意图
说明整体结构的介绍，学生往往看不到内部零部件及组装情况。
目前实验教学基本上都是老师在实验室先简单介绍设备的结构，
讲解工作原理，最后演示一遍，结束后学生撰写实验报告。时
间紧凑，内容多，设备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能够亲自动
手参与，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被调动，甚至有的学生实验结
束后还不知道这个设备的主要用途，更别提操作流程了。这与
希望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知识的理解相差较远，实验效果往往
不是很好。

2、改进问题对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度，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也相应得到了
广泛的普及。近年来高等学校迎来了 90 后 , 00 后等学生群体，
这些群体对获取信息和找到疑难问题答案的方式与以往的方式
有很大的差异 [2]，90 后 , 00 后大学生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教学
方式――固定教室教师口传授课方式，他们这些群体期待“学
习资源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不仅限与课堂授课方式，突破了
固定地点和固定时间授课方式，从传统的固定封闭式教研环境
迫切希望走出独立开放随时随地接受教育的方式。移动互联网
的普及恰恰符合这些群体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获取知识的需
求，打破了传统学生实验只能在上课时间到实验室接受教育的
限制。

近年来互联网移动终端学习专业平台广泛应用于教学，本
专业利用 学习通和慕课学习平台资源优势为实验教学进行了辅
助教学。有效改善知识结构能力与产业脱节的问题，提高学生
的自主性、创新性学习通平台，结合线上和线下的混合式教学
方法改善了上述问题。 
  
3、互联网移动终端学习平台优势

3.1 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下，学生接受知识主要通过学校安
排的在固定教室和固定时间段接受代课老师的集中授课

但目前在新的环境下，老师拍摄微视频或利用网上资源将
相关食品设备的工作原理，操作方法等相关片段，实验时关键
步骤等录下来，经过处理制作微课，通过学习通平台学生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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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机械与设备实验作为理论课的配套课程，是食品科学
与工程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
途径，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
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高校实现、能力、素质并重的培
养目标起着关键作用。实验教学能够直观形象的展示各种食品
机械设备，学生通过学习可熟练的掌握各种食品设备的结构，
工作原理，参数，性能特点，操作要点等方面的知识。实验教
学对于食品专业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本专业生产实践中经常会
遇到应用本课程知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实验教学所
担当的角色是补充理论课在教室讲堂上静态不动的讲课内容，
在实验室里学生可以用实际触摸机械设备并更加生动的观察到
实际设备的运动过程。 通过实验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以后更好的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设备改进、
合理选型、食品加工生产线设计，实现对食品加工过程中产品
质量的保证、生产效率的提高、能量消耗的降低等奠定坚实的
基础 [1]。在实验教学中以“自主性”，“创新性”为原则的实
践性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际中应用能力。

1、实验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1 受设备的制约（教学资源不足）
《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所涉及的设备种类繁多型号广，

而且大部分设备体积较大，考虑到购买资金投入庞大，实验室
占地面积的限制，很多高校无法购置各种形式的实验设备。比如 , 
在物料输送机械设备中只是液体物料输送设备中的正位移泵就
有螺杆泵、罗茨泵、齿轮泵、挠性泵、柱塞泵、叶轮泵、隔膜泵、
活塞泵等等。同国内大部分高校一样，目前我校食品专业实验
室也是面临仪器设备不足现象，考虑到在资金投入和收益方面
出发，一所高校很难购买全系类相关设备。

1.2 受教学手段固定化影响
《食品机械与设备》是在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食品

工程原理等先修课程基础上开设的，其内容涉及的机械设备结
构复杂，抽象难懂，需学生有较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因此学习
过程中往往面临较大的困难。教学过程大多采用传统的讲授模
式，就是利用板书和 PPT 讲授的方法单项灌输给听课学生，虽
然 PPT 里展示了设备的示意图和实物图，但大多都是静态的，
老师也是没有实物，对于机械的运动过程及原理单凭口述表达，
结果学生感到抽象，难以理解，而且因专业限制原因，很多设
备还涉及力学方面的知识，但在我系并没有开设理论力学、材
料力学，而且只学习“机械设计基础”56 课时，相对于工学院
80 小时的“机械设计”课程，食品专业学生底子薄弱，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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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时间随时都可以进行学习及回顾，这些食品可以反复观看，
提高学生对操作细节的把控，加深实验印象，满足 90 后，00 后“学
习资源随时随地可以获取”的欲望 [3]。例如本专业 17 级本校学
生就是利用学习通平台，反复观看教师以录制好的视频，学习
强化巩固了知识要点。在传统课堂上教师讲完课后学生很难再
次唤醒当时几个小时的所有内容，不过在现在科技下的多媒体
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当学生需要了解当时
的内容就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或电脑播放视频，而且还可以反
复观看，即使毕业后在职场上需要再次回顾大学所学的内容也
是通过此平台充分可以实现。

3.2 满足了多种食品设备的线上学习。
除了能学习到本学校本专业已拥有的食品机械设备外，利

用多媒体移动学习平台还能了解到本学院尚未有的设备，既其
他外地学校所拥有的设备，只要其他高校用同样的方式拍摄的
实验过程后，制作编辑微课后共享在平台上，老师就能把其视
频动画的形式展示给学生。例如 2020 年下学期延边大学农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68 名本科学生就是通过多媒体移动互联网
平台 ( 中国大学 MOCC 慕课 ) 学习了河南农业大学介绍胶辊砻
谷机设备的在线视频。这种以实物为基础制作的设备工作过程
的视频，可增强学生对食品机械与设备结构认识的直观性。这
样充分利用了校内资源，挖掘了校外资源，克服有些设备感光
上看不到的问题。脱离传统封闭式教室授课方式，可以更加有
画面感地促进学生了解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操作事项等，
增加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趣味。

3.3 通过多媒体移动互联网平台有效的把之前传统的授课
方式就是学生提前根据实验讲义预习实验报告、老师讲解设备
结构、实验原理、操作步骤演示以及实验注意事项等方式改成
学生主导，老师辅助的授课方式

生动的动画场景使学生通过视觉及思维流程训练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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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原理、操作过程及各知识要点。可在平台上观看视频反复
查阅正确的操作情况及操作者操作情况。通过视频预习实验讲
义，了解实验原理与方法，安装和调试仪器设备，熟悉操作流
程激发学生对实验的热情和兴趣，提高整体操作流程的熟悉度
及掌控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提前的实验视频演示，在有
限的实验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安排学生动手操作时间，最大程度
提高实验教学效率和效果。对于学生反复提问的实验相关问题，
可以形成大数据资料，在以后的视频录课时把答复加进去。以
往的文字型实验流程或口传式方式改进成通过学习多媒体平台
上的详细视频实验操作流程，实验课前节约很多说明时间，创
造更多实际实验室操作时间，为每个学生提供自发性实验舞台，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学习的趣味性。

4、结语

食品机械设备种类多，品种繁多，在有限的实验课时内，
通过多媒体移动互联网平台不但可以加深理解课堂教学内容，
而且进一步激发学生主动性和自觉学习的热情，提高了对实验
现象的观察能力，突破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完成实地操作所
不具备或是难以具备的实验目标和教学目的，对促进学生了解
实验方法、了解实验原理具有很大帮助，避免了实际实验教学
活动中存在的限制因素，促进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虽然上述
方法不能彻底解决实验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
部分解决了存在的相关问题，以兹提高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的
整个领域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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