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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高校应用转型发展背景下《食品分析实验》
课程的教学改革
肖  荣  周芸芸  张雪娇  谢彦瑰  谢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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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地方性本科院校应用转型的背景，针对食品分析实验教学过程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就课程设计、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探索，以期为同类院校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应用转型；服务经济社会；食品分析实验；教学改革

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的指示下，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作为向应用型专业转型的首批试点
专业，开启了复杂漫长的转型之路，既迎来了机遇，也
面临着挑战。专业转型涉及到专业设置、课程教材、实
践教学等多个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实践教学作为应用
型本科院校发展的重要环节 , 受到社会与国家的广泛关
注和重视，其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1,2]。《食品
分析实验》是高等本科院校食品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3]。
通过对该课程的系统学习与实操，不光有助于使学生掌
握食品分析检测方法的原理、操作步骤、注意事项，还
能有效训练学生进行食品类分析检测实验设计与问题分
析的思维能力。然而，同类高等院校沿用已久的教学模
式为，专业课程来时以分析检测指标来确定课程开设的
实验项目，具体表现为：预先设定好实验方案、告知学
生实验目的、方法、原理、步骤等细节，课堂里示范实
验操作后，学生再按部就班进行实践操作，这种教学设
计突出的弊端是学生缺乏深入的独立思考，良好的教学
效果难以保障，更别提创新思维的训练了。基于此现状，
本教改团队拟从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对该课
程教学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 课程设计
食品分析实验课程在国内本科院校普遍施行的教

学方式，基本是根据教学进度，参照相关实验教材来选

取检测项目进行教学，教学方式遵循的基本是“四部曲”。
首先，老师向学生讲述测定方法的原理、操作步骤、注
意事项；然后，进行实操示范；接着，由学生组成 4-6
人的小组，进行分组实验；最后收集小组的实验报告并
批阅。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学起来“相对
轻松”，但因为缺乏独立思考的过程，不利于培养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不利于今后匹配岗位需求。

基于地方性本科院校应用转型的大背景，本着助
推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为目的，课题
组成员结合当地区域特色食品产业，通过多轮校企之间，
教师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集中商讨，首先集中商定分析
对象，然后筛选检测项目模块，最后确定分析检测指标，
以期形成一个“从企业中悟出来，再回到企业当中去”
的教学应用转型闭环，实现学生受益、回馈企业、服务
社会的教育目标。如图 1 所示。

学校地处湖南中部（湘中）娄底市，经资料搜集
及实地走访调研发现，湘中地区特色食品不胜枚举。诸
如：新化水酒、白溪豆腐、曾姐腐乳、青树坪米粉、永
丰辣酱。将其归纳成：发酵酒、豆 / 乳制品（发酵 / 非
发酵）、米粉制品、酱类等几个典型大类，将其列为大
实验项目，进而确定检测指标，检测指标主要划分为两
大模块：1）基础指标模块，如：水分、灰分、矿物质、
有机酸、蛋白质、酒精度、氨基酸、糖的含量、卫生学
指标；2）特定指标模块，如：氨基态氮、真菌毒素、
重金属、农药残留等。

图 1. 教学应用转型闭环

 蛋白质；脂肪；复原乳酸度；杂质度；水分
污染物限量；真菌毒素限量；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 食品添加剂；营养
强化剂



87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2） 2020.2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2） 2020.2

注：因产品感官指标纳入本专业《食品感观》的
课程教学内容，故在该课程中不做重复教学设置。

2 教学方法
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将课堂

教学变“老师主导”为“师生共同主导”，变“一位老
师主讲”为“多位老师协同主讲”。在课堂教学方式上
进行改革，具体按照以下 6 各方面进行实施：1）将班
级划分为 4 人组的实验小组；2）将由受试分析对象衍
生出实验项目经电脑随即派发给各小组；3）小组选择
指导老师；4）集中商讨分析检测的方案；5）实验前准
备与预实验；6）组员配合正式进行实验并提交实验报告。

改革后的教学方法我们连续两年分别运用到 3 个
班级（135 人）的实践教学中，收效颇为显著。具体表
现为：1）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明显提高了，课堂学习
氛围更加浓郁了；2）学生们科研思维加强了，有 40%
的同学主动组团申请“挑战杯”，“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等相关实践竞赛；3）老师分类指导，集中完成课程教学，
既有助于系统性教学，又有利于师生良性互动。

3 考核方式
成绩考评采取“1+X”多元化形式。“1”代表各

小组方案 / 操作全过程考评成绩，全过程考评成绩来源
于 3 各方面：自评 + 小组互评 + 老师互评。“X”包含：
个人抽签实操考试评分和笔试评分两部分，3 项占比为
3:2:1。在这种重过程重互评的考核方式下，学生们独
立思考的科学精神逐渐得到培养，积极解决问题的热情
更易燃爆；由于是以大实验项目来开展的讨论式教学，
一方面有利于老师系统化开展教学，另一方面有助于促
使老师积极充电，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4 结束语 
加强高校 " 应用型人才培养 " 和 " 服务地方发展 "

的能力已成为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转型中改革发展

的必然规律 [4]。基于此背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以《食品分析实验》为例，实施了顺应应
用转型发展的教学改革探索，历经三个完整教学实践周
期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面临日新月
异的行业发展趋势，特别是交叉学科综合型人才的社会
需求，食品分析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仍需不断探索，推
动应用型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有效转型发展的道路还很
漫长。作为食品专业的教师，应该时刻保持敏锐的行业
洞察力，积极推进政校企协同，不断创新实验教学内容，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为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
用型食品专业人才集思广益、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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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象 参考标准 基础指标 特定指标
理化指标 / 微生物指标

黄酒 GB 2758-2012 总糖；非糖固形物；酒精度；总酸；

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氧化钙；苯甲酸；氨基态氮

豆制品类 GB 2712-2014 水分；蛋白质；大肠菌群 黄曲霉毒素 B1

米粉制品 NY/T 1512-2014
SB/T10652-2012

水分；固形物含量；黄曲霉毒素

B1；二氧化硫；菌落总数；沙门氏

菌；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无机砷、铅、总汞、镉；农

药残留；赭曲霉毒素 A
玉米赤霉烯酮

酱类 水分；氨基态氮；食盐；总酸；酸价；

大肠菌群；致病菌

砷、铅、镉、汞；亚硝酸盐；黄

曲霉毒素 B1
乳粉 GB 19644-2010；

GB 2761
GB2762
GB 2760
GB 14880

蛋白质；脂肪；复原乳酸度；杂质度；

水分

污染物限量；真菌毒素限量；菌落

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

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

表 1 食品分析对象及检测指标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