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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评量
王金玲

黑龙江职业学院　150111

摘　要：在食品工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对食品智能加工技术课程进行实践教学改革就变得尤为紧迫。文章从满足行业需求、

培养高素质人才、增强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增强专业竞争力等方面对改革必要性进行说明。本文通过对实践教学现状

进行分析，提出存在教学内容脱离行业需求、师资力量不强、设施条件有待提高。提出通过强化校企合作、优化课程设置、

引进先进技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等改革措施以及建设评量体系等措施来保证实践教学有效性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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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evalu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the field of food 
intelligent process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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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today， it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urgent to reform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food intelligent processing technology courses.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necessity of re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meeting industry 
needs，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enhanc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wareness， and enhancing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nes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eaching 
content deviating from industry needs， weak teaching staff，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facility conditions. Propose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optimizing curriculum design， introducing advanced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Keywords： Food intelligent processing technology； Reform of practical teaching；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Evaluation system

一、引言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是食品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的一个重要

分支，对保证食品安全、促进食品加工效率与品质的提高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市场需求不断发

生变化的今天，传统教学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本行业对于高素

质人才的培养要求。所以，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实践教学改革

既是教育发展和产业发展所需。

二、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 适应行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

在食品工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消费者对于食品多样性，

品质及安全性的需求越来越高，食品智能加工技术越来越显

示出其重要意义。该领域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工艺需要专

业实践教学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知识体系与教学内容，

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根据行业相关

的分析报告，预测到 2025 年，全球的食品加工和包装设备市

场会有大约 4.3% 的增长，这意味着对于精通智能加工技术

的专业人员的需求将会持续上升。教育机构须保证其教学内

容与方法能有效发展学生专业能力，其中包括充分了解智能

制造系统设计，运行与管理。它既涉及理论知识的教学，又

要通过实践教学改革让学生在实验室及现实环境下运用知识，

同时还能解决实际问题。

（二） 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对其未

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践教学改革的目的是通过仿真

实验室、工业实习和跨学科项目，使学生亲身体验并解决现

实中存在的问题，以加深对专业知识的认识与运用。该教学

方式能够强化学生技术操作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实践教学中学生参与真实项目研发，能够学会用创新

思维去发现问题的新思路。例如，他们可以通过研究市场上

新兴的智能加工设备来了解最新技术的应用，并思考如何将

这些技术应用于食品加工过程中，以提高效率和质量。数据

显示，项目驱动学习方式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实践技能及创新

能力，其中项目参与度和技能提升呈正相关性。

（三） 提升专业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教学改革是提高食品智能加工工艺专业学生竞争力与社

会影响力的关键环节。教育机构可从刷新课程内容、引进前

沿技术、强化与产业联动等方面入手，保障自身毕业生技能

及知识能适应产业实际需要。这种教育质量上的不断投入与

提升进而可以提升专业在学术界与业界的口碑，从而吸引更

多的优秀学生与教师。从行业反馈来看，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的职业一般更容易受到雇主的欢迎，这是因为这份职业的毕

业生能很快地适应工作环境并有马上投入到生产中去、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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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精神。另外，职业的社会影响力还将随毕业生从事食

品工业所获得的成果而扩大。比如，毕业生若能对食品安全、

加工效率或者产品创新做出显著贡献，那么毕业生所取得的

成绩就会对所在教育机构产生积极的肯定与口碑。

三、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一）实践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脱节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中，教育机构实践教学内容通常

无法随着产业的飞速发展而不断更新，造成教学内容和产业

需求脱节。在此背景下，学生所学知识与技能不一定能适应

现代食品加工行业高技能人才复合型与创新性要求。举例来

说，根据最近发布的行业报告，食品加工技术正在快速地向

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演变。然而，学校课程在大数据分析和

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覆盖范围却不足 20%，这使得课程难以紧

跟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另外，在实践教学中，新型食品加

工设备的操作培训往往与企业实际使用的设备存在偏差。有

统计数据表明，超过 30% 的毕业生表示，他们在学校所学的

知识与企业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的设备和工艺不一致，这从某

种程度上影响着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与工作适应性。

（二）实践教学师资力量不足

关于实践教学师资力量现状表现出了一些缺陷。专业实

践教师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平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一项

针对食品加工专业的教师资源调查显示，具有行业工作经验

的教师比例低于 25%，而这一部分老师常常成为学校教学和

行业实践之间至关重要的桥梁。缺乏实际经验的教师可能难

以准确传授行业内最新的技术和工艺，这直接影响到学生技

能的实际应用能力。对实践教学来说，教师实践经验与教学

能力对教学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目前师资队伍对此还明

显欠缺。

（三）实践教学设施和条件有待改善

在实践教学设施与条件方面，这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

相关资料显示，很多教育机构实验室、实训基地设备陈旧，

不能适应高新技术教学需要。食品加工实验室的现代化设备

所占的比例不到 40%，这导致了绝大部分学生难以接触到该

行业的尖端实验工具和环境。例如在智能制造及控制系统教

学中，只有少数几所学校能提供类似于企业的智能生产线仿

真环境，对学生了解并掌握现代智能食品加工技术明显不足。

另外，与企业合作的实训基地案例并不常见，只有大约 15%

的学校能够定期将学生送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践教学，

这样就制约着学生把理论知识向实践技能转化。

四、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措施

（一）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

就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实践教学改革而言，深化校企合作、

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是核心环节。教育机构透过密切结合行业

领先企业，可直接导入企业资源及经验，让学生有机会接触

到实际工作环境。学生可以从这些基地直观了解最新食品加

工技术，生产管理流程及质量控制标准等，从而使教育内容

贴近企业需求，极大提高教学实践性及针对性。实证研究表

明：该模式学生比传统教学模式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

到显著提高，而这种教学模式学生毕业时就业率及职业发展

速度更具优势。校企联合基地在给学生构建真实学习平台的

同时，也在为企业培养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未来人才。

（二）优化实践课程设置，突出实践能力培养

优化实践课程，注重强调实践能力培养。教育机构充分

检视并调整现行课程体系，把更多实践课程融入学生学习计

划中，以保证每一位学生在实验室及工作坊中有充足时间锤

炼技艺。课程内容加强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考查，促使学生在

实践中发现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统计显示，

实践课程重组的第一个学年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提高速度几乎

是以往的两倍，这一数据充分证明优化实践课程设置是有效

的。另外，实践课程所产生的带动效应使学生对食品加工技

术有了全面的认识，能较快地满足今后工作的需要。

（三）引入先进技术，提升实践教学水平

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是以高科技手段促进实践教学的发

展。其中包括但不仅仅局限于数字化设备，自动化生产线和

虚拟实验室，这些都是对真实生产环境进行仿真。这类技术

在带给学生空前学习体验的同时，通过对这些高科技工具的

实际运作，也显著地提高了学生学习效率与实践能力。例如，

在使用 3D 食品打印技术进行产品设计的课程中，学生的创

新设计能力得到了 30% 的提升，同时他们对复杂的生产流程

的理解也变得更加深刻。通过对这些领先技术的切身感受，

使学生在技术水平、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实质性锻炼，从而

为其今后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又是教学改

革的重点。教育机构经常组织老师到有关企业现场学习并提

高技能，以保证老师能获得最新行业知识及实践技能。根据

统计资料，那些曾参与企业实践的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实际

操作时，其效果提升了超过 40%。与此同时，教师本身的教

学方法不断得到创新，如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以及其他先

进教育理念的导入，这些创新教学方法既增强学生学习动力

又增强教学效果。通过这些多维度改进，教师队伍已成为支

撑实践教学改革和学生专业成长的强大支撑。

五、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的评量体系构建

（一） 确定评量指标和权重

评量指标及权重的设置应在反映教学目标、符合行业需

求、考虑学生个性与发展潜力的前提下进行。例如，在评估



165

科研管理
2024年6卷4期

体系中，操作技能的权重可能被设定为 30%，而理论知识的

权重可能为 20%，这体现了对实践能力的重视。基于此，创

新能力和团队协作各自占一定比例，反映出教育全面性。在

评估标准上，实验设计是否准确，数据分析是否深入以及解

决问题是否具有创造性等都应成为学生综合能力高低的主要

标志。另外，注重对学生职业素养与安全意识培养也是评价

体系必不可少的环节。例如，在评价体系中，职业素养和学

习态度可以占据 15% 的比例，这不仅可以激励学生在专业技

能方面表现出色，还有助于培养他们良好的工作习惯和职业

道德观念。在指标选取与权重赋值过程中关键是要深入了解

行业动态与教学资源，并结合专家建议与企业反馈不断进行

调整与优化才能保证评估针对性与有效性。比如与行业合作

伙伴进行密切交流，就能了解工业自动化发展的最新动向，

并依此及时调整评价体系。有了数据支持，比如对毕业生就

业率进行追踪和统计，发现实践技能对求职成功越来越重要，

则实践技能所占比重应该相应增加。

（二） 采用多元化的评量方法

评量方法多元化既需要传统笔试和口试，又要融合实践

操作、项目报告、同行评审及案例分析等多元化评量形式。

实践操作考虑了学生对实际工作情境的技能运用情况，项目

报告可以测试学生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程度。在同行评审

中引入学生互评机制有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形成互学氛围。

案例分析主要关注学生在分析行业案例方面的能力，以及他

们在解决问题时的创新思维。比如通过实验室操作考核就能

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学生是否精通器材，实验设计是否合理，

实验数据是否准确分析。而且在项目报告时，同学们可能要

表现出自己项目计划是否完整，过程记录是否详细，结果表

现是否彻底。实施多元评价时关键是如何保证每一种评价方

法公正、科学。在这里数据支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

通过严格量化评分标准以消除主观评价中的偏差。进一步介

绍行业标准与同行评议标准可提高评估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同时与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提升。

（三） 加强过程性评量与结果性评价的结合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实践教学评量体系过程性评量重视对

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监测与引导，强调学习过程中要及时发

现问题并进行反馈与不断提高。但结果性评量重点关注最终

结果，例如项目的完成质量，考试成绩以及其他具体产出。

这一评价体系下过程性评量与结果性评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

互为补充。如过程性评量可包含学生对项目的参与程度，团

队交流频率与质量以及实验记录是否完整等，这些均可透过

课堂观察及学生所递交之学习日志追踪。最终的产品质量、

创新程度和理论考试的整体表现都可以作为结果性评价的反

映。为保证评估的全面性与深度，过程数据与结果数据具有

同等重要性。举例而言，实验操作中学生可能会遇到操作失

误的情况，而通过过程性评价的方式，老师能够及时给予反

馈以帮助学生辨认错误和纠正错误，这既能增强学生操作技

能，又能培养他们迎接挑战的坚韧。而学生项目最后的展示

就是结果性评价，比如通过感官评估产品、成分分析等，都

能客观测量出学生结果。通过仔细观察学生学习过程并结合

结果进行量化分析，该评价体系既可以体现学生即时学习状

态又可以预测学生将来专业领域发展潜能。

六、结束语

总之，实践教学作为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人才培养过程中

至关重要的一环，改革对促进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至

关重要。通过强化校企合作、优化课程设置、引进先进技术、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能有效促进实践教学质量与成效。建构

科学、合理的评量体系可以更好地对实践教学活动进行评价

与引导，保证教学目标得以达成。在今后改革不断深化的背

景下，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以满足

产业发展的需要，从而为食品工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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