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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粮油食品工艺学》教学改革与探索 
郭梅  梁丽雅  李晓雁 

（天津农学院 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天津  300392） 

摘要：《粮油食品工艺学》是高校食品学科教学中的一门核心专业课程。新工科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实现满足食品
工业发展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本文从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丰富教学手段等方面对《粮油食品工艺学》课程教
学进行改革与探究，以期为其他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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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eals and Oil Food Technology is a core courses in the teaching of food science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realize the training goal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industry. This paper reformed and explored the course teaching of Cereal and Oil Food Techn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renewal and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 and teaching mode，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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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振兴本科教育，2019 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一流本科

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树
立课程建设新理念，推进课程改革创新，实施科学课程评价。实现
管理严起来、课程优起来、教师强起来、学生忙起来、效果实起来。
开展食品学科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推进“一流本科，一流专业，
一流人才”建设，培养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创新应用型人才，促进
地方农产品加工业的高质量发展[1]。我国教育部提出了“新工科”
建设，指出相应的人才培养新目标和新要求，应用型大学在办学理
念上应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各高校关于应用型人才教
学培养模式仍处于不断摸索阶段，各专业应根据课程自身特点进行
教学改革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人才培养新目标和新要求，更好地
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2-3]。 

《粮油食品工艺学》是食品学科类的一门专业课程，以“食品
化学”“食品生物化学”和“食品工程原理”等多门课程作为基础。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稻谷制米和米制品加工、小麦制粉和面制品加
工、植物油脂的提取与精练、豆制品加工及粮油加工副产品的综合
利用等。选用的教材是由李新华和董海洲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粮油加工学》[4]，其内容系统性、实用性强，具有“高
起点、重内容、看前沿、适专业”的特点，适合于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的本科生使用[5]。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全面掌握粮油产品的初
加工、精加工和深加工的基本原理、方法，分析并解决粮油加工中
的主要问题；掌握粮油食品加工工艺流程、操作要点以及粮油加工
副产品的综合利用，提高利用其附加值；同时还要求学生掌握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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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的全貌，及时了解国内外市场发展变化的动态。课程的

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综合设计等方面的能
力；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及从事相关科研工作的能力。为完成
教学目标，满足企业对食品加工技术人才的需求，提高教师教学质
量，《粮油食品工艺学》课程的教学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进和
探索。 

1 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新工科背景下根据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该课程的培养目标，及

时对《粮油食品工艺学》教学大纲进行修改与完善。新修订的大纲
注重内容上的基础性和前瞻性；突出了《粮油食品工艺学》教学体
系的基本原理、实践操作技能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整体性。 

本课程不断更新优化教学内容。在理论课部分更强调各种粮油
产品的加工基本原理和技术的共性内容，并结合当前粮油产品市场
需求以及企业的生产状况，使该课程内容满足食品企业对专业人才
的需求。《粮油食品工艺学》实验课部分分为应用性验证实验、综

合性实验和开放性实验。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让学生更多
的参与到实验和实习的各个环节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动手操作机
会，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通过让学生参与准备实验，讲解实验过程等实验前的教学，使
学生学会规划，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6]。学生通过提前查
阅资料、分组讨论、设计实验方案、实验操作、产品检测分析、成
本核算等综合性实验，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技能，也提升了
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培养出新工科应用型
性人才。 

2 改进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参与度  
2.1 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课堂教学中，主要是采用教师讲解理论知识，直接传达、

灌输的方式，师生之间缺少信息的交流互动及反馈。这种方式忽略
了学生的主动性，部分学生上课玩手机，注意力分散，从而失去学
习兴趣和好奇心、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不明显。尤其在新工科背
景下，这种教师单向授课模式已不再适用，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学生为主体，应对传统课
堂教学方法进行改进。 

2.2 以学生为中心 
让“教师主导”的课程教学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转

变。在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应以学生
为中心，将教师定位为课堂的引导者、推动者和参与者，合理运用
多媒体资源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发现
问题和解决问题，树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与教师能
够积极互动、共同参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教学过程由单一的灌输式转向启发互动式、参与式，
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启发互动式教学要求授课教师结合课堂内
容在讲授的过程中及时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并回答，使学生真正
参与到教育教学的活动中，成为学习的主体[7]。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还可以采用任
务驱动式的教学方法，精讲多练，根据《粮油食品工艺学》教学目
标，引导学生分组讨论，来完成特定主题任务，将教学知识点有机
地嵌入任务中，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变为主动，从而实现课程的教
学目标。  

2.3 优化课堂授课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课前时间也利用起来，兴趣是获取良

好学习效果的动力，是学生顺利完成学习任务的保障。上课前要求
学生按课程教学进度做好预习，在课堂上，采取参与式和启发式的
教学方法，以教师和学生换位的形式，教师课堂上多提出问题。在
某些章节中可以改变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事先
制订一些讨论性的题目，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学
生走上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师生进行互动。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
思考，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掌握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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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工艺所涵盖基本原理、工艺流程和操作要点等相关知识，并将
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
使学生在掌握粮油加工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又提
升了新工科背景下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真正起到了提升培养综合能力的目的。 

3 丰富教学手段，提升教学质量 
《粮油食品工艺学》是一门与食品行业密切相关、实际应用性

极强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将理论知识与食品生产紧密结合，
建立多元混合式教学模式，借用网络资源，可通过视频教学使复杂
问题简单化、抽象概念直观化、整体过程动态化，帮助学生加强对
本课程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1 辅助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已成为高校开展教学的常规手段，在《粮油食品工

艺学》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所学内容，为简化和可视化
抽象问题，可以辅助多媒体教学。使用文本、图片和视频来展示、
解释课程知识点，插入相关内容视频数据，以便将书本知识与实际
粮油产品生产过程比较形象的联系起来，提高教学效果。这种教学
手段不仅有助于教师的讲解，更有利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掌
握，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就要求教师要注意平时收集相关的资
料，将粮油食品加工领域中的最新科研动态以及较新的生产实践图
片、视频运用到教学课件中，将产品加工的操作过程、加工设备及
工厂生产车间的实景以视频的形式更直观的呈现出来，使课堂教学
更加生动、形象。同时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使难理解
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并将与教学密切相关的科研成果利用多媒体教
学手段及时发布到课堂上，也提升了实践教学质量。 

3.2 利用翻转课堂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翻转课堂的形式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上从被老师

“灌输”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不仅可以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还可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粮油食品工艺学》课程包括
粮油产品的初加工、精加工和深加工，内容跨度广，知识体系繁杂。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以及与粮油食品相关的内容，可选取部分
章节教学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根据教学内容确定某个粮油产品主
题，学生查阅文献、分组讨论、讲解和师生提问等形式。学生在查
找资料的过程中，培养了查阅资料，从大量信息中提炼精髓的能力，
同时还能了解到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拓宽视野。师生提问环节，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主题内容的理解和思辨能力。结合翻转课
堂的教学形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了学

生的综合素质，教学效率明显高于传统的讲授课堂。 
3.3 注重实验课程，建立多个实践教学基地 
《粮油食品工艺学》也是一门为企业生产实践服务的课程，大

学生所学的理论专业知识只有在企业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实践教
学及教学基地的建立是作为“新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之一，《粮油食品工艺学》也注重实验课程的教学改革，包括应用
性验证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开放性实验等实验的改进。完整的粮油
食品加工实验是从原辅料的选择、配方设计、工艺流程到实验操作，
成品的包装再到产品的检验，仅仅用有限的实验课时是完不成整个
实验的，因此，引入开放性实验，让学生在更多课余时间来完成某
个粮油产品的实验，也会让学生对于整个食品加工工艺过程理解掌
握的更好。除此之外，在开放性实验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
喜爱的粮油食品来设计实验方案，也会大大提高学生参与实验教学
的积极性[9]。按照粮油食品加工工艺流程，操作从简单实验到复杂
的加工设备生产线，在涵盖丰富的实验装备设施上，强调“新工科”
的培养特色，着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食品加工、食品安全问
题的能力。 

4 结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粮油食品工艺学》课程通过优化教学内容，

改变传统课堂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智
能手机对“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吸引力，辅助多媒体教学，将“超
星学习通”平台网络课程教学、翻转课堂引入《粮油食品工艺学》
课程教学中，更加合理的运用多媒体资源等手段，实现多元混合式
教学，注重实验课程，建立多个实践教学基地，将理论与实际生产
有机结合起来，拓展该课程的教学深度和广度，提升教学质量，提
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实现满足食品工业发展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
培养目标，也为学生将来在食品相关行业的快速入职、或者进入研
究生阶段的继续深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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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对亳州市未来发展的展望 
新发展阶段，亳州市市域中心将继续“东移南下”，终将移到

城父镇、标里镇、义门镇一带。亳州市蒙城县未来会“撤县设市”，
成立县级蒙城市，涡阳县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来也会成立亳州市涡阳
区。届时，亳州市将会由一市一县三区组成，亳州在新发展阶段的
发展将会更上一层楼，人民生活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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