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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程原理》是一门工程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对于应
用化学（高职本科）专业的学生而言，由于其公式和相关计算较
为繁琐，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并且在开设《食品工程
原理课程设计》课程时，大多数学生对《高等数学》、《工程制图》
等课程仅有一个模糊的了解，因此无法独立进行设计、计算、绘
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该课程设计之初，课程组就《食品工
程原理》的基本原理与计算、工程制图基础知识、CAD绘图软件操
作等内容进行详细的研讨和设计，以期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
与此同时有效地消除学生对学习新知识的恐惧和排斥。

1　案例教学法的涵义
《食品工程原理》是一门综合性课程，通过学习，学生可

以掌握食品加工和制备的基本知识，为以后工程原理的学习奠定
坚实基础。同时，这门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学生难去掌握，若教
师仅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就会影响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从而影响教学的顺利进行。通过案例教学法，学生能够通过具体
实例，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更深入地理解这门课程，从而改善
其学习方法，进一步提高其学习能力。

案例教学是哈佛商学院所倡导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案例型式的
教学方法，它是对传统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学方法的突破。这种
基于具体典型情境的教学方法指教师根据一定教学目标与教学内
容要求，以案例为教学基本材料，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描述和教学
过程的精心指导、策划，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探究
等活动。案例教学是一种基于学生和教师自主学习的以问题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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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教学模式，其注重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结合，强调案
例的真实性，启发性以及教学过程的动态性与教学结果的多元性，
包括教学、研究和分析。在学习过程中，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
学习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学生理解所学知识，有益于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大提高[1][2]。

2　《食品工程原理》教学中典型案例的分类概述
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将《食品工程原理》中的

知识点系统、全面的传授给学生，而学生则会习惯性地被动接受，
机械识记相关理论知识。但通过案例教学，教师可以将发酵工程
技术的具体实例应用于教学，即教师按照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目标
和要求，以实例为研究对象，在课堂上展示出具体实例，引导学
生一起进行分析、探讨，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2.1案例分析型的案例
案例一：在做导论课时，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几年前著名的

一项水污染治理项目，原本恶臭难闻的河流，经过一种微生物制
剂的处理，最终变成了清水。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用微生物发酵，
用的是纳豆菌。

案例二：教师还可以结合一些常见的食物发酵实例，比如利
用基因工程菌，通过发酵法生产出大量的胰岛素，为糖尿病患者
带来福音。通过相关实例，来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和探索的
兴趣。

2.2举例说明中的案例
案例三：在消毒一章中，为了让学生了解高温瞬时杀菌与巴



    11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1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氏杀菌的不同，教师可以举两个例子：新鲜牛奶的高温杀菌和巴
氏杀菌法，比如巴斯德效应，可以用家庭自制的糯米酒为例子，讲
述因操作不当，通风过度，从而影响发酵效果，造成酒度不足，口
感酸涩。

2.3案例教学法中的案例
在单元操作(流体输送、沉淀、过滤、传热、蒸发等)开始时，

给出单元操作的一系列工程应用实例，指出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
问题，要求学生理解上下文，指出学习目标和注意事项。在每一
单元作业结束时，列出该单元作业中的工程设计实例，指出所要
解决的问题，并指导学生综合运用单元作业所要掌握的知识。

案例教学的目的在于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点，
增强学习效果。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提前做一些有针对性、有
难度、有不同见解和结论的案例。该教学法可以与“问题法”相
结合，通过对实例的讲解，再抛出一系列问题，使学生能够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3　案例教学法在《食品工程原理》教学中的实施步骤
3.1前期准备
案例教学的顺利实施，要求教师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案例恰当运用，才能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只有做好了充
分准备，案例教学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2案例设计
《食品工程原理》的案例教学应根据课程大纲，明确教学目标

和教学内容，选取适合于教学案例的教学内容。《食品工程原理》
的实例是从生产实践出发，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3]。比如，
在教授流体力学的章节中，通过一个实际的流体传输任务来启发
学生，让他们思考如何去解决问题。比如，一家水厂要将一座蓄
水池中的自来水以15m3/h的速度输送到高位槽(空气流通)，在垂
直距离10m 的情况下，两个槽液面保持不变。使用的管子是φ
56mm3mm，使用的直线管是80m，它具有全开截止阀、一个全开闸
阀，三个标准弯头。输送管的管壁为0.20mm，黏度为810-4 Pas，
若使用离心泵来输送，其轴功率是多少(已知泵的效率是70%)？若
将输油管的内径改为两倍，则其轴力会怎样改变？在集中研讨前
一星期，将此案例安排给学生，让他们先预习相关的基础理论知
识，并主动思考，理顺思路，对问题作出初步解答。

3.3学生分析解答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学生应仔细考虑：（1 ）水流量与流速

之间的关系；（2）不同的能量和传输期间的转化关系(重点)；（3）
计算能源损耗(难点)；（4）泵轴功率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意愿，为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3.4教师归纳总结并将相关知识导入
归纳总结阶段是学生从中获益，教师展示教学技巧的重要环

节，教师可以对学生的回答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介绍相关知
识[4]。引入与流体有关的元素，例如对于第一点；引入流体的
相关要素；从第二点出发，导出伯努利方程，并给出它的应用；介
绍流体黏性规律及流阻的计算方法；介绍离心式泵的工作原理和
有关知识。此外，在案例中，考虑到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变而产生
的变化，教师应对该实例进行分析与解答，将流体力学章节的内
容聚焦于具体的案例中，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

3.5教学效果的评价和分析
从实施阶段中学生的参与程度来看，初学者不能很好地适应，

这是因为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不足，且对仍然沿用其他课程
的学习方式。随着课程的进行，学生逐渐适应这门课程教师的教
学方式，也调整了自己的学习方式，因此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也随
之增加，与此同时，学生的参与程度、学习兴趣、逻辑思维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在不断地提升。

4　案例教学法在《食品工程原理》教学中的创新实践
4.1注重案例的典型性

典型案例具有事物的一般特点，体现了事物的本质与内部关
系，包含了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可
以更好地揭示出食品工程的基本原理。比如：在精馏塔中，对
二元混合物进行分离，知道二元混合物的相平衡方程，精馏塔的
精馏部分操作线方程，进料液成分和进料条件，釜残液成分等，
怎样用绘图方法求出精馏理论的踏板数？这是一个典型的精馏实
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先弄清楚：（1）相平衡方程，
精馏段操作线方程，进料位置， q线方程，提馏段操作线方程；

（2）作阶梯的理论依据。为了理解每个线条与其他线条之间的
特殊联系，在绘制阶梯时，每个阶梯都等同于一层板的计算。只
有领悟了规则，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相应的反应。

4.2注重案例的理论性
选择的案例必须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案例必须与特定的理论

紧密结合，并且能帮助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比如：热能
从一面传到另一面，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物质的传热
速率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的求解必须运用傅立叶定律，即在理
论上，热传输与温度梯度、材料的导热系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
系，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支持，该问题是便无法得到解决。

4.3注重案例的真实性
《食品工程原理》的专业理论与生产实践紧密相连，在设

计过程中要结合生产实践，将问题所包含的思想和方法以案例的
形式传达给学生，因此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意义。比如，一家冷
冻肉类加工厂，在24 小时之内，必须冻结20 吨的半胴体，其
中的含水量是0.68，而牛肉的起始冻结点是－1℃，现在采用
－30℃的冷风冻结，对半胴体由10℃降低到－5℃时的制冷量
(kW)进行了试验。经分析，该案例尚有以下问题：（1）制冷量与
半胴体散热量之间的关系；（2）冷冻时样品的状态和温度的变化；

（3）温度的计算。这个例子中的能量平衡，其实就是牛肉的半胴
体散发出的热量，这是由两种显热(温度变化)和一个潜热（温度
不变）。本案例为冷冻加工企业在实际生产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
较强的可操作性。

5　结论
案例教学可以让枯燥乏味的理论课变得生动活泼，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同时也可以让学生由“知识的学习者”转变为“知
识的使用者”，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尤其是对应用化学(高职
本科)专业的学生进行教育教学时，教师一定要收集与课程内容及
活动相关的案例，充实教学内容，并创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启
发式、教学相长、集思广益的教学方式。然而，由于案例教学花
费时间较长，且案例中缺乏系统的知识体系，导致学生所掌握的
理论知识比较分散。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主题教学必须与其他
教学工具相结合，以确保互补性，同时，教师要不断提高教学水
平，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案例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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