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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品加工技术是食品专业的核心技术课程。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遵循高职高专教育教学规律 , 不断
更新教育理念 , 成功优化构建了该课程的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并取得了良好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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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工业是我国第1 大支柱产业。而食品种类极其繁

多, 因而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培养食品工业企业最急需的食品

科技人才 , 是高职高专职业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信阳农业

高等专科学校食品加工技术专业自1993 年开办以来, 遵循高

职高专教育教学规律, 不断更新教育理念, 专业建设与课程

建设日趋完善, 更好地适应了食品工业企业发展需求。

《食品加工技术》课程既是食品加工技术专业的核心技

术课程, 也是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的必修课程 , 对食品专业

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起主要支撑作用。为此, 信

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就该课程的整体设计尤其是课程内容

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优化( 图1) , 以期与同行交流。

图1 《食品加工技术》课程改革示意图

1  食品加工技术课程定位与指导思想

1 .1 课程定位  在广泛的市场调研基础上, 笔者所在的课

题组按照高职高专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根据目前食

品行业最急需的食品加工、检验和营销3 大方向人才构建专

业课程体系, 并针对食品生产岗位( 群) 构建食品加工技术课

程内容体系。该课程以食品生化、生物统计、食品微生物与

检验技术、食品工程原理、食品机械与设备、食品理化检验、

食品营养与卫生等课程为前置课, 以《食品加工高新技术》、

《食品企业管理》、《食品营销》等为后续课程。开设该课程对

食品专业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起主要支撑作用。

1 .2 指导思想  课程设计的指导思想是以就业为导向, 以

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 以工作过程为依据, 以实训项目为载

体, 以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为主旨构建课程内容体

系, 充分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通过主动与

食品工业企业合作, 根据食品生产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 参

照相关职业资格标准, 优化教学内容。课程理论知识体现

精、新、实用与针对性强等特点 ; 实践教学以实训项目为载体

组织内容, 所选项目应具有典型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

实训项目完成的质量进行考核和评价。

2  食品加工技术教学内容改革

为避免纯理论学习的枯燥 , 增强学习趣味 , 提高教学效

果, 将食品加工的基本原理、各类食品原辅料与工艺知识分

解到相应的5 大加工技术中介绍 , 力求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实现了教、学、做结合, 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课内课外一

体化。

表1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改革前 农产品加工、畜产品加工学、果蔬
加工学、食品保藏原理、软饮料工
艺

注入式教学; 偏重于理
论教学

改革后 果蔬加工技术模块、焙烤制品加
工技术模块、肉制品加工技术模
块、乳制品加工技术模块、发酵食
品加工技术模块

素质教育; 多形式的互
动交流; 工学结合, 教、
学、做一体化

  结合省内外食品工业发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 , 为便于因

材施教, 将该课程分为5 大模块: 果蔬加工技术模块、焙烤制

品加工技术模块、肉制品加工技术模块、乳制品加工技术模

块和发酵食品加工技术模块( 表1) , 每个模块又分基本理论

知识与典型实训项目2 个部分。将食品加工的基本理论知

识分解到5 大技术中介绍, 使学生在理解并掌握食品加工的

基本原理与方法的同时, 熟练掌握典型果蔬食品、焙烤食品、

肉制品、乳制品和发酵食品等5 类食品的实用加工技术。学

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素质、兴趣爱好专攻或强化学习某几大类

食品的加工技术。同时根据食品原料的季节性, 精心安排教

学内容, 科学设计实验实训项目 , 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

创新意识及职业素养 , 使学生具备职业岗位实际工作任务所

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3  食品加工技术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由传统的“注入式教学”转变为灵活多样的“素

质教育”; 教学形式由“单一的课堂教学”转变为“多形式的互

动交流”。理论教学贵在精讲 , 采用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

开放式、多媒体课件等教学方法 ; 实践教学重在多练 , 采取光

盘放映、案例分析、现场操作、项目驱动、协会活动等多种形

式, 紧紧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 寓教于乐, 工学结

合, 教、学、做一体化。

3 .1 以项目实训为载体, 以工作任务为驱动  实践教学重

在多练 , 并与行业发展接轨, 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由师

生共同参与实训项目的论证与精选、工艺配方的设计与创

新、产品检验与感官评价 , 并对实训项目的不足与创新点、所

用到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及理论与实际的差距等内容进行分

析与总结 , 写出实验实训报告。任务驱动下的项目实训能更

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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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体实训项目规定的工作任务过程中, 提高了专业技能和

自主学习能力, 充分体现了职业性、实践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3 .2 教、学与实训地点一体化  通过“理论知识培训→指导

性训练→综合实训→职业技能考核→顶岗实习”等环节的实

施, 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 实践技能与职业能力、专业知识与

职业素养的培养得以循序渐进, 促进“高技能、高素质”的人

才培养。理论知识培训坚持“精讲”, 并结合实物教学, 增加

了理论教学的趣味性、生动性 , 实现了教、学、做一体化。

3 .3 充分发挥第2 课堂的作用, 强化工学结合  工学结合

就是将“未来的工作岗位”与“学生学习的内容与过程”密切

结合, 是开放的校企合作共同办学的职业教育模式。传统的

学校教育场所是课堂, 主角是教师, 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地

位, 而工学结合则强调工作岗位与任务驱动。

开展丰富多彩的第2 课堂活动, 从实践教学环境与氛围

上模拟营造企业真实工作场景, 以企业真实设计项目为载

体, 构建“工学结合”理念的课程教学项目。针对该课程实训

项目持续时间长、实训产品可直接食用的特点 , 模拟公司运

行机制、实施工学结合, 依托全天候对学生开放的实验实训

室, 成立了食品科技协会。协会下设食品加工、食品检验和

食品营销等3 个小组,3 个小组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合格”

实训产品由营销小组面向广大师生销售, 收回的资金再用于

实训。协会活动锻炼并提高了会员的专业实践技能、创新意

识、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 使学生富有成就感, 求知欲、探索

精神更加旺盛, 从而有效促进了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

培养。学生自主开发的中西式肉制品、酸奶、面包、蛋糕、板

栗汁、葡萄酒、啤酒等深受广大师生的青睐。该协会成为信

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影响力较大的协会,2007 年被评为河南

省“优秀学生社团”。

4  食品加工技术课程改革效果

经过《食品加工技术》课程组的不懈努力, 课程建设和改

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①深受师生欢迎。课程内容体系构

建与课程内容的优化 , 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利用以及全新教学

模式的运行, 使过去沉闷的课堂气氛变得十分活跃。抽象的

内容被直观、形象、生动的多媒体画面所代替 , 授课场所由教

室转向实验实训室及企业等真实场景,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教师的授课激情。并将食品加工的基本原理寓于5 大

加工技术中介绍, 克服了传统教学内容重复, 偏重于理论, 缺

乏典型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缺点, 便于因材施教 , 激发学

习兴趣。第2 课堂的充分利用以及典型实训项目的实施, 实

现了课内课外一体化, 教、学、做一体化 , 深受学生欢迎。②

教改成效显著。该课程的课堂教学效果多次被校教学督导

组评为优秀,2005 年“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被批准为河南省

教改试点专业,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在2006 年教学水平评估中

得到有关专家好评, 该专业的实训基地于2007 年被批准为

“高职高专河南省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学生“双证”

获取率达100 % , 每年都有多名课程组教师和学生获得河南

省大学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在河南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

赛中,2007 届食品加工专业毕业生王丹同学以食品加工为创

业题材, 荣获大赛2 等奖。③就业形式好。据对近几届毕业

生的跟踪调查, 用人单位认为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食品专

业的毕业生踏实勤奋, 吃苦耐劳 , 专业能力强 , 综合职业素质

高, 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和职业拓展能力 , 很多已成为企业的

技术骨干 , 步入中层领导岗位。用人单位纷纷登门招聘该校

食品专业毕业生, 如烟台海杰食品公司、河南大用食品公司

等对该专业实习学生非常满意,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近几年

食品专业出现了毕业生供不应求的可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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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矛盾问题的研究将越来越与政府机构改革、农村基层民

主建设、收入再分配机制等问题相联, 因而具有一定的学科

交叉性质。③从研究方法上看, 会更多地采用突出实效的理

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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