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0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当前，制茶行业主要存在两个矛盾，即国内外制茶技术迅
速发展与陈旧制茶方法之间的矛盾、茶企日益增长对新型制茶人才
的需求与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矛盾。造成以上矛盾的主要原因
是传统《制茶学》课程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进而
培养出来的人才不适应现代茶产业要求。基于此，宜宾学院《制茶
学》教学团队针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1  《制茶学》课程“五位一体”教学改革
1.1明确课程培养目标

《制茶学》课程坚持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者
有机融合，通过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六大茶类品质形成的理
论知识；掌握四川地区天府龙芽、川红工夫、蒙顶黄芽等加工
工艺；塑造学生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情怀。
1.2优化课程内容和设计
课程采用自编讲义，讲义内容以专业规划教材为模板，结

合四川茶产业需求和国内外茶叶加工新工艺、新技术进行不断完
善，并针对四川茶叶生产实际进行专题讲座。为提高课程建设
系统性，专门围绕《制茶学》设置其他配套课程。前期开设

《茶树栽培学》，同期开设《茶叶机械与设备》、《茶叶加工
类课程综合实习》、《茶叶生物化学》等。通过强化课程体系
设计，使课程之间内容相互渗透，交叉应用，既强调课程的实
用性和针对性，又拓展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1.3实施混合教学模式
在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环境下，团队采用“自建《制茶学》线

上课程+课堂理论教学+校内实体实验+虚拟仿真实验+校外企业
实训”等多重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教学，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养搭建桥梁，使学生在体验线上学习乐趣的基础上，实现多方
位、全方面、深层次发展。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线上平台的充
分利用，使得课程教学顺利实施。

1.4创新课程教学方法
在理论教学上，依托“智慧树”平台自建《制茶学》在线课

程，通过自主线上学习，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实现课堂翻转。探
究性采用多种先进教学方式，如OBE、PBL、CBL及RBL等，有效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开设“习大大与茶”专题，从
习总书记对茶产业调研实际案例中，培养学生的“三农情怀”和
专业的自豪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科研意
识和实验能力。

在实验教学上，搭建省级“天府龙芽茶叶生产技术虚拟仿真
实验平台”，通过虚拟仿真实验解决传统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利
用制茶大赛、茶产品研发比赛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挑战杯”、“互
联网+”等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让学生参与茶叶企业工
作，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又能全面了解茶企的管理模式，从
而实现校企无缝链接。

1.5 完善动态评价机制
《制茶学》课程坚持“质量至上”总方针，依据学习评价体系

的多样性、科学性、全面性、动态性和全程化等原则，完善了动
态评价机制（如表 1 ），整个体制突出实践和创新能力，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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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使学生更好的适应茶产业需求，宜宾学院对《制茶学》开展明确教学目标、优化课程内容、实施混合教学模式、创
新教学方法、完善动态评价机制等“五位一体”的课程改革，并积极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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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考核，发挥评价机制的引导、督促和激励作用，培养出满
足现代茶企需求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表1     《制茶学》课程动态评价机制

2  《制茶学》教学效果
2.1 专家和茶叶企业认可

《制茶学》课程教学改革获得校内外专家和茶叶企业的一致认
可。于2018 年被评为四川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
2020年立项为宜宾学院校级教改项目和宜宾学院“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项目，2021年被评为为四川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
程等。

2.2学生综合反馈优异
通过匿名问卷调查，学生认为教师在教学中结合茶产业对新

性制茶人才的要求，教会学生六大茶类加工的基本理论和操作，
结合四川茶叶案例教学、企业实践、参与教师科研等方式，突出
实践和创新创业训练，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
各方面素质，促进了学生创新思维与专业技能的培养，为今后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3创新创业项目增加
通过课程改革，立项 10 余个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创新出桑叶茶、茶香皂、茶饼干、茶糖等20余种茶产品；创
建“茶学士”茶叶品牌。2020年和2021年大学生“三下乡”活
动参与拍摄的制茶纪录片分别在CCTV-17播出和在学习强国APP
中宣传报道等。

3  总结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

量。宜宾学院《制茶学》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为目标，不断提升高阶性、突出创新性、增
加挑战度，创建了明确教学目标、优化课程内容、实施混合教学
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完善动态评价机制等“五位一体”模式，全
面提升学生的知识架构、应用能力和专业素养，使学生更好地适
应了现代茶产业需求和实现学生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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