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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在食品理化检验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以还原糖的测定为例 

金文进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天水  741025） 

摘要：探究性教学模式主要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体验,学生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以自己的方式将知识纳入到自己的认
知结构中。食品理化检验课程是工业分析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也是食品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论文主要介绍探究性教学模
式在食品理化检验课程教学中从“提出问题；实验引路；分析问题；归纳小结”四个步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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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运用已有的知识和

技能，积极主动地充当新知识的探索者和发现者，通过自己设

计的方案，利用亲身经历和体验科学探究活动，去探索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1]。开展探究性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动参与性，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我国职业教育正在由比较注重规模扩张进入更加注重质量

提高的关键时期。所以，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

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工作

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食品理化检验课程是工业分析

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也是食品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本

文结合多年教学的经验，以“还原糖的测定”教学为例从“提

出问题；实验引路；分析问题，归纳小结”的四个步骤具体应

用来介绍探究教学法在课堂改革中的应用。 

1.创设情境、提出有驱动性的探究问题 
情景问题的设计是探究性教学模式的基础，创设问题情境

是探究性课堂设计的关键环节。首先，对于本节课程的任务，

就是如何才能正确滴出还原糖测定中终点颜色。首先需创设课

程问题情境，引出本节课的关键问题。从直接滴定法测定滴定

还原糖的三个步骤来引入本节课的问题：大家知道，直接滴定

法测定食品中还原糖需要进行三次滴定：请同学们思考这三次

滴定中结果颜色变化是怎样的呢？启发学生去思考，引出本节

课解决问题：通过学生回答问题，再次让学生明确还原糖测定

的三次滴定包括：标定菲林试剂、预滴定样品及正式滴定样品，

而且每次滴定终点溶液颜色的变化都是由蓝色褪去为无色即为

终点。是什么原因让蓝色变为无色的呢？这个问题很关键，只

有明白了褪色原因，才能在操作中更好的控制重点颜色的变化。

很多同学在操作中都容易出现蓝色褪不去的现象，在实际操作

中具有典型性，今天老师就带领大家一起分析为什么有些同学

在滴定中蓝色不容易褪去，如何才能在滴定中准确滴出终点，

使蓝色褪去。 

2.引导学生从还原糖测定原理分析问题 
首先老师引导学生去分析问题：说到底滴定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找到合适的指示剂。而直接滴定法测定的样液是具有还原

性质的糖，所以要测定还原糖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就是找到

合适的氧化剂和指示剂。而该方法的发明者早就给大家解决了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二价铜离子（氧化性），一个是次甲基蓝（指

示剂），而它们同时还都满足这么一个要求，都具有氧化性，但

是二价铜离子的氧化能力正好略大于次甲基蓝。那么问题就来

了：次甲基蓝有什么特点呢？整个反应是如何进行的呢？反应

原理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次甲基蓝在氧化状态呈蓝色，在

还原状态下呈无色。接着老师再从反应原理的四个反应式尚待

同学们去分析反应过程，让学生搞清楚当溶液中二价铜离子全

部消耗完了以后，过剩的一滴还原糖就把蓝色的次甲基蓝还原

为无色的次甲基蓝，这也就预示着整过反应就结束了。至此，

从理论上给学生分析了反应颜色变为无色的原理。分析到这儿，

马上再反问学生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个反应其实主要是

一个氧化还原反应。而我们空气中也有氧气，它同样是一种很

好的氧化剂，反应是在锥形瓶中进行，它并没有密封，所以如

果滴定液中不断有氧气进入的话，那么会有怎样的反应现象？

它也会把反应液中的的无色次甲基蓝又一次氧化成蓝色次甲基

蓝，致使溶液蓝色不容易褪去。 

3.引发学生思维冲突,从演示实验中去探究问题 
根据上面分析及讨论的结果，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这个

反应中影响终点颜色变化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如何才能在滴

定中控制好这一关键因素呢？可以通过分组讨论分析解决这个

问题，最后由小组代表来完成这个问题的分析：即反应始终是

在保持微沸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样可防止空气中的氧气进入

滴定液，当然还可以加快反应速度。等学生小组讨论回答完问

题后。老师可以再接着启发学生思考：除了反应条件，还有没

有操作上可以防止空气中氧气进入滴定液的呢？然后老师可以

打开操作的演示视频让同学们进一步掌握还原糖测定的操作要

点，让学生通过观察操作要点最后去完成问题。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主要组织学生去观看演示操作，引导学生去进行讨论。 

4.协作交流并及时地评价与小结 
通过上述的演示操作，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最后由小

组组织汇总自己的观点选代表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回答并讨论

老师提出的问题，老师首先要对各小组的回答及大家的讨论进

行一个点评，其次再对本堂课的重点问题进行总结：本节课主

要分析了影响终点颜色变化的关键因素，同时从理论和演示实

验两个方面分析了如何才能避免氧气进入反应液的关键环节。

相信大家现在一定能滴出满意的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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