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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营养与健康”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黎渊珠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海南海口  570203） 

【摘  要】对于高职学生而言，除了基础课之外，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其他课程进行学习。“营养与健康”这

门课程是不同高职院校针对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开设课程的主要方向包括专业性和非专业性，“营养与

健康”属于营养学专业，是医学边缘科学的一门学科，培养对人体营养状况及膳食营养进行评价、管理和

指导的能力。本篇文章将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后作业等教学内容进行探索并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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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这门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将所学的

有关于营养与健康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开展常见
的与营养相关的慢性病的饮食营养指导工作；具备膳食营
养状况调查分析能力、营养食品开发的设计与评价的应用
型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由此可见，这门课程在实践中的运
用越来越多，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的教
学，因此该文章对这门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方便学生在
实践中的应用。 

1  高职“营养与健康”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 

1.1  顺应现代教育的发展 
任何课程面对现代教育的发展都需要不断的改革，才

能顺应现代教育的发展，才能给予学生更好的教育。 
对于“营养与健康”的改革，既能够帮助教师更新教

学内容，让教师所教授的知识可以贴近现代生活，方便学
生的学习和理解；又能够帮助学生，激发学习兴趣、加强
对生活饮食的了解、方便学生毕业之后找到对口工作，快
速地适应社会生活，由此可见，对于“营养与健康”课程
的改革顺应了现代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现代教育的发展。 

1.2  更新教学过程的课时 
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除了教学内容的变化，教学课时

的调整也极其重要，不同的专业对于课时的需求不同，所
以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课时的设计。 

对于“营养与健康”这门课程的改革，不仅需要改革
教学的内容，这门课程的课时也需要及时的调整，让课程
内容在改革之后能够有足够的课时学习，不能出现学不完
或者早学完的现象，只有将内容与课时进行有机结合，才
能真正的完成教学改革的目标。 

1.3  加强学生的学习理解 
在现代教育中，学生的思维和见识也在不断的更新换

代，面对这样的现状，只有更新教学方式才能加强学生的
理解，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在学习“营养与健康”课程时，现代学生与原来的学
生关注的问题已经不一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改变教
学内容的重点和教学方式，找到适应现代学生的教学方
法，才能让学生愿意学、学得快，并且学完之后能够灵活
应用。 

2  高职“营养与健康”课程教学改革的内容 

2.1  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 
2.1.1  以提高人才素质为目标，确定教学内容 

“营养与健康”里的知识是比较全面的，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一般会选择一些重点内容进行讲解，方便学生的
学习和考试。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时代的发展，这本课
程以前的很多重点内容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生活，所以必须
对其情况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让这门课程发挥它的作用。 

在优化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当前
饮食生活的热点、重点、难点话题，让学生可以通过学习
理论知识，解决生活中与饮食相关的问题，把理论知识有
效地运用到生活当中，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让学生毕业
之后可以顺利的找到对口专业的工作。 

2.1.2  联系生活热点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小学生还是高职生，做为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兴趣的课程总是学的又快又好。
“营养与健康”这门课程因为非常的贴近生活，所以在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利用生活中与饮食有关的热
点话题，这些热点话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找到
相关的热点话题，做为具体知识的举例说明，既让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有一定的参与感，又方便学生学习和理解。通
过老师教学，学生可以对于专业知识进行分析，以此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成绩，提高教师的教学
水平。 

2.2  改进教学方法，促进教学成果 
2.2.1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在现代教育当中，多媒体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划时代作

用，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彻底分开。多媒体在“营养与
健康”这门课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媒体的广泛
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果。 

“营养与健康”这门课程中基础内容的变更周期较
长，但是实际生活中跟“营养与健康”课程相关内容的更
新速度非常快，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不时地对现实生
活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学习和运用，因此对于多媒体教学具
有一定的依赖性，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成绩，提高教师的教
学效果。 

2.2.2  课堂老师积极与学生互动，调动课堂气氛 
好的教学方法是教学成果的一半。在现代教学过程

中，很多老师都会选择与学生积极沟通，活跃课堂气氛，
让学生喜欢上课，喜欢学习知识，以此来提高教学效果。 

在“营养与健康”这门课的课堂上，做为老师也可以
选择使用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以此提高教学效果。因为
这门课程的特殊性，它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书本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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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方便学生理解
和记忆，所以教师在课堂上采用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是
非常方便、有效的。 

2.3  改革作业方式，提高学习效率 
2.3.1  课内作业改革 
做为大学生，在传统教学当中，课堂上做作业的情况

是比较少的，认为课堂是讲课的地方，如果在课堂上做作
业，既浪费学习的时间又浪费老师的精力。但随着教育的
发展，现代教育中要求学生在课堂也可以做作业，通过作
业反映出学生对于知识的了解，遇到问题时老师也可以及
时解答，方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进行“营养与健康”这节课程的时候，知识点相对
乏味，老师的教学内容会让很多学生提不起兴趣，教学效
果一般。如果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知识点设计不同的
课内作业，学生在面对作业的时候，必须要认真听课，才
能解答课堂作业，通过这样有效的互动，既提高了教师的
教学效果，又减轻了学生的课后作业压力。 

2.3.2  营养状况调查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营养过剩”这个话题，

营养过剩导致的问题也逐渐增多，面对这样的现状，在学
习这个课程的时候，老师可以就营养状况让学生对其进行
调查，方便学生将课本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也让学
生了解当下人们的营养状况。 

在课后布置有关于调查的作业，教师可以采用集体调
查法，将班级学生分组，不同的组别调查不同人群的营养
状况，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组交流讨论，以此降低学生的
调查难度，增强学生的合作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的内容。
通过调查之后，可以对现代居民的营养状况进行分析和讨
论，为存在的营养问题给出合理的建议。 

2.3.3  健康食谱设计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从“吃的饱”的

生活饮食状态转为了“吃得好”的生活饮食状态，生活日
益变好，亚健康日益增多，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饮食不能
一味的追求大鱼大肉，应该注意到健康饮食，才能减少身
体营养过剩导致的疾病。 

面对如今饮食界对健康食谱的追求，课后老师可以布
置相关的作业，让学生以课上知识为基础，自己调查与健
康相关的食物，根据所学知识设计相关的食谱并讲解食物
搭配的意义，以此巩固课本中所学知识，达到学以致用的
教学效果。 

2.3.4  营养宣传咨询 
做为一名高职生，学习的主要方向就是锻炼自身的实

践能力，在短暂的学习时间内，学习更多贴近生活的理论
知识，方便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灵活的应用。 

在对这门课程布置作业的时候，也可以贴近现实生
活，找一些热点话题做为作业布置下去，既可以引起学生
的兴趣，也方便学生的调查。营养是现代人们较为关注的
一个问题，以此延伸出了关于养生的话题，所以对于营养
这个热门话题，非常适合做为课后作业布置下去。学生可
以充分的利用自身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帮助周围的同学或
者其他人解答有关于营养的相关问题，也能够组织同学对
营养的相关话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营养知识，提
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3  高职“营养与健康”课程教学改革的意义 

3.1  提高学校的教学效率 
“营养与健康”这门课程在高职中开设的时间比较

早，因此无论是使用的教学方法，还是教学内容都适应传
统教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的进步以及现代教育的
普及，很多课程都需要接受改革来适应新的实践要求。通
过对这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课后作业的改革，大
大的提高了教学效率，有利于这门课程适应现代教育，为
学生提供更高效、更有用的学习方式。 

3.2  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 
时代在变，学生在变，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在变，但

是课程的基本内容改变周期长，因此为了适应现代教育的
发展，就要对课程的教育方式进行改革，将教学内容与实
际生活紧密的结合，让现代的学生更方便接触、更容易理
解、更方便记忆，以此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通过增强学
生的理解能力，让这门课程发挥出它真正的实力，体现这
门课程真正的价值，既可以帮助学生更顺利的完成这门课
程的学习内容，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就业发展。 

4  结语 

本篇文章通过对“营养与健康”这门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作业方式的改革探索，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改革
探索，让教学的内容更贴近生活，与实践内容相结合，更
有利于人才的培养。通过对教学方式的改革探索，告别传
统教学方式，运用现代教学方法，让老师可以和学生在课
堂上积极互动，充分的调动课堂氛围，让学习不再枯燥无
味。对于课后作业的改革探索，从实践运用出发，以学生
的学习情况为基础，让学生能够通过课后作业巩固所学知
识。对于这么课程的改革探索，本篇文章采用全方面、多
角度进行探索改革，从而真正的实现对“营养与健康”课
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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