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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智能手机在高职烹饪专业实践课教学中的应用
杨小平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甘肃　兰州　730300）

【摘　要】出门三件事——手机、钥匙、身份证，从这句话就足以看出手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随着现代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具有电话机、摄像机、照相机、电脑（互联网）、游戏机、快捷支付等功能，而游戏功能使

一些学生废寝忘食，更别说上课了。当前教师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导学生，利用手机使之变“废”为“宝”，使之成

为学习的工具，“让微信或 QQ 由敌人变成朋友”使之成为教师指导学生获取信息、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平台，这是我们

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最急切的问题。

【关键词】智能手机；烹饪；实践教学

高职烹饪专业是高职类专业中操作技能性极强的专业之

一，实践课程的学习效果关系到每一个高职生的就业与未来。

现在的高职学生人人有手机，教师就要利用人人有手机这一

特点，使学生的手机变成了获取信息知识、自主学习、探究

学习的平台。教学方式决定学习方式，学生的自主学习离不

开教师的指导，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对智能手机在烹调工艺

与营养专业实践课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1 高职院校的生源状况及学情分析

我院高职招生的主要途径有转段升学、综合评价、对口

升学、普通高考、扩招等。转段升学的学生是初中毕业并根

据初中毕业成绩录入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通过 3

年以文化知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专业基本技能的

培养，毕业后通过文化基础知识与职业技能的考试考入的学

生。这部分学生有一些是烹饪专业毕业的学生，有一些是其

他专业毕业的学生，这部分学生由于缺少高中阶段的学习，

文化基础知识相当薄弱，理解事物的能力不如高中毕业的学

生强，但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其他

专业毕业的学生不具有烹饪专业的专业技能），对高职阶段

专业课的学习要容易一些，对文化课的学习要费尽一些。对

口升学的学生一般是参加本专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属中

等职业学习的优秀毕业生，这类学生文化基础同转段升学的

学生相似，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要优于转段

升学的学生。综合评价的学生是高中毕业，学习成绩自认为

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考不上二本以上院校的学

生。这类学生文化程度要高于前两类学生，但没有本专业的

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普通高考的学生是参加

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学生，这部分学生由于有高

中阶段的学习，文化程度较高、基础好，接受事物的能力、

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虽然没有本专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

专业基本技能，但通过近 3 年的努力学习，其动手能力并不

亚于对口招生的学生。扩招招生的学生成分最复杂，以我校

为例，从学历上来说：有初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普通高

中毕业生、其它高等院校毕业生；从职业来说：有退役军人、

农民工、下岗职工、在餐饮企业工作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这类学生年龄差别较大，文化程度、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在

“宽进严出”的大背景下如何把这些学生培养成社会有用的

高技能人才，是我们全体高职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

2 高职烹饪专业实践课的教学内容

由于高职生生源的多元化，尤其是高职扩招招生的学生，

学生成分复杂，文化程度、专业素养参差不齐，有的学生学

过烹饪专业，有的学生甚至对烹饪专业没有概念，实践课的

学习又是本专业的重要的学习内容，对没有学过烹饪专业的

学生来说要想学好本专业必须从基础开始。因此烹饪专业实

践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有烹调基本功练习（主要包括刀工练习、

勺工练习），中式热菜制作，中式面点制作，西餐西点制作，

食品雕刻，冷菜制作与拼摆、宴席设计与制作等内容。

3 实践课教学过程设计

4 智能手机在高职烹饪专业实践课教学中的应用

4.1 智能手机的上网功能在高职烹饪专业实践课教学中

的应用

智能手机的上网功能主要应用于实践课课前的准备环节

中。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实践课课题，准备图文并茂的教学课

件或录制微课，准备实践课所有的原辅材料并把实习课题通

过微信或学习平台（学习通）发给学生，学生根据老师发的

实习课题利用手机上网查找相关内容。如宫保鸡丁，学生需

要查找主料、配料、调料的配置原料及数量；味型、烹调方

法；制作方法、操作要领；质量标准、成品特点；历史典故、

营养成分；计算出成本和售价。现在互联网上的相关内容较

多，根据自己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判断那种原料配制是“正宗”的，那种制作方法是“正宗”

的。先对将要学的内容有所了解，准备相关资料，再根据老

师的讲解、示范，就很容易掌握此菜肴的制作。教师也可以

根据教学班级人数，将教学班分成若干小组，由组长把需要

查找的内容分解到每一位同学；上课时先由一个组的学生分

别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讲解，其他组的学生补充修正，教师根

据学生的讲解进行总结。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获取信息、整理

信息的能力，又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探究学习的兴趣。

4.2 智能手机的摄像、照相功能在高职烹饪专业实践课

教学中的应用

智能手机的摄像、照相功能主要应用于实践课课中学习

环节中。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实践课题，讲解准备好的教学课

件或播放录制的微课，对实践课课题进行理论辅导；也可让

一个组的学生根据准备的课题材料（也可制作成课件），分

别对课题进行理论讲解，其他学生讨论补充完善，可提出自

己的观点，最后由老师总结。

理论辅导后，首先由实习指导教师对课题进行演示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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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关键环节，学生根据老师强调的关键环节拍照或对整个操

作过程录像。如宫保鸡丁，所用的原料、刀工形状、油氽花

生米花生米的色泽变化及油面的情况、鸡丁码味上浆、鸡丁

滑油鸡丁的色泽变化及油面的情况、兑汁、成品菜肴等。教

师演示完成后，对制作的作品进行评价。随后学生根据教师

的理论辅导和演示示范，制作出自己的作品并拍照，由老师

和学生点评，明确优点指出不足。通过智能手机的照相或摄

像，培养了学生仔细观察的专注品格，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调动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拍摄，提供了创造和发挥的空

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脑动手能力。

4.3 智能手机的文字图片处理功能在高职烹饪专业实践

课教学中的应用

智能手机的文字处理功能主要应用于实践课课后的实习

报告及学习心得的写作环节中。实践课后，学生根据互联网

上查找的资料、老师的理论辅导、实习指导教师的演示示范

所拍摄的照片，撰写成图文并茂的电子版实习报告。实习指

导教师根据学生制作的作品、提交的实习报告，判断学生在

实习过程中的关注度、学生对实习内容的掌握的程度、学生

是否抓住了或实习教师是否讲清楚了实习课操作过程的重点

环节及学生对实习内容的扩展度和创新能力。通过智能手机

的文字处理功能编写并提交实习报告，可以培养学生获取信

息后提炼加工、创新提升的能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学习

态度。

4.4 智能手机的储存功能在高职烹饪专业实践课教学中

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强大的储存功能并不亚

于电脑，教师可根据实践课的教学内容把教学内容制作成

微课、翻转课堂、教学课件（ppt）、图片等，通过微信、

QQ、教学平台（我校使用的是学习通教学平台），由学生储

存在手机里随时可以学习或在线学习；教师在备课中在互联

网上搜集到以及在参加美食节、技能比赛、行业间的技术交

流、企业考察、宴饮等活动中拍摄到的与教学相关的文字、

图片、视频资料，转发给学生，由学生当学习资料保存在手

机里，丰富教务内容，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5 智能手机时代促进高职烹饪专业实习指导教师全面发展

高职院校是国家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场所，随着现代信息

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职业院校的学生获取信息、

知识的途径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书本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

学生的需求。由于教材的编写、出版有一定的时间性，有一

些内容滞后于当今社会的发展。高职院校的学生思想活跃，

获取信息、知识的能力较强，这就对高职烹饪专业实习指导

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烹饪专业实习指导教师不仅仅

会炒菜，充当烹调师就可以了，同样要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

识，扎实的专业技能，还必须具有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自我更

新知识、技能并把现代信息技术熟练引入实践课教学过程，

制作微课、教学课件，汲取前沿专业知识，还引导学生通过

网络平台学习创作、师生相互交流沟通、学生相互合作沟通，

提高教学能力，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6 全面提升教师在信息时代向多种角色转变的能力 

信息时代的教学是一种多元化的教学，是以学生的学为

主导的教学。一堂优秀的课堂教学是学生学到了多少知识，

而不是教师教了多少知识。教师是编剧者，一堂课的教学，

离不开教学设计和教案的编写，犹如一部电影离不开剧本一

样，烂剧本再好的导演、多强大的演员阵容也拍不出好电影，

教学设计和教案的编写也是如此。教师是导演，教师是课堂

教学的组织者，一堂课能否有序的进行，能否充分调动学生

探究式学习的积极性，就看老教师怎么“导” ，尤其是讨

论式课堂。翻转课堂、微课中的教师就是演员，教师的仪容

仪表、诙谐幽默的语言、生动形象的肢体动作都是吸引学生

学习的重要因素。教师是评论家，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课

堂教学中，教师通过平台和现场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公平、

公正、中肯的评价，容许学生出错，鼓励学生积极大胆创新，

使学生形成自主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的兴趣。

智能手机在教学活动中除以上应用外还可应用于点名签

到、布置作业并快速批改、课堂选人提问等方面。点名签

到主要应用于大班额授课（上大课）、在线授课，大班额授

课点名是比较麻烦的事，花费时间且不说，还有可能被冒名

顶替，而扫码签到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线学习的学生

是否在线学习，首先看是否签到。布置作业并快速批改同样

应用于大班额授课、在线授课，布置作业容易批改作业难，

2020 年疫情期间上网课，班级人数近 300 人，利用学习平

台的作业布置系统布置作业，学生做完作业提交就有成绩显

示，根据签到和作业成绩，教师可以掌握学生在线学习的情

况，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在线学习的积极性。课堂选人提问可

以用学习平台的选人摇一摇系统选人提问，这样可以活跃课

堂气氛，提高学生在课堂的关注度。

7 结论

5G 时代即将来临，智能手机的用途更为广泛，教师限

制学生使用手机是不明智的。智能手机不仅是学生获取信息、

知识的工具，也是教师提升自身素质的工具。新时代的人民

教师，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引导学生利用手机自主式学习、

探究式学习、创造性学习，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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