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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全国农产品产量急剧增加，但是在贮运过程中却面临着严重的损耗问题，同时也

存在着贮运人才缺口的现象。因此，《农产品贮运学》这门学科课程被引入来教授农产品的贮藏与运输

知识。然而，传统的记忆型课堂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贮运人才的需求。为了提高学生的主动参

与和学习积极性，激发学习热情，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该研究引入了“头脑风暴”的学习模式。这种

学习模式通过预先设定主题、角色分工、资料搜集和汇报等步骤，进行集中无错式的讨论。最后，教师

进行总结评价，学生提交心得体会。通过引入“头脑风暴”学习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主动参与度

和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而有助于培养更多的贮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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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nsumption level, the y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country has sharply 
increased. However, the lo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storage and trans-
portation is extremely serious, and there is a large shortage of personnel in this area. The discip-
lin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teaches th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ut the traditional memory-bas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today.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brainstorm-
ing” learning model. This model involves pre-set topics, role division, data collection, and report-
ing, to carry out a concentrated and error-free discussion. Finally, the teacher summarizes the 
discussion, and the students submit an experience report. Introducing the “brainstorming” learning 
model in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the course, stimulate their enthu-
siasm for learning,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and contribute to the training of sto-
rage and transportation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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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产品贮运学》是食品专业课程中往往是核心必不可少的专业必修课程，其中涉及植物生理、生

物化学、制冷、物流等多方面内容，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农产品贮运学》涉及日常生活生产密切相关

的农产品贮藏和物流等农产品从田地到餐桌的完整流程，关系人们的生活需求和质量。因此这门学科具

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但是传统的课堂教学往往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成为农产品贮运人才的培养的一块短板。 

2. 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现有的《农产品贮运学》教学最大的问题就体现在缺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知识单向灌输”为

主的教学模式和以“知识量化记忆考察”为主的考核模式，学生印象不深刻，教学效果差，已经不能适

应现代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1]。虽然近年来各学校不断加大教学方面的投入和改革力度，但是对于《农

产品贮运学》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主要的不足体现在以下方面：(1) 由于基础理论多而杂，涉及植

物生理、植物病理、生物化学、制冷、物流多方面，各个理论知识之间关联不紧密，不方便学生整合理

解；(2) 学习的理论知识教学脱离实际生活生产问题，学生被动学习，缺乏学习兴趣[2]；(3) 课程学习缺

乏预习和资料搜集，学生与教师缺乏有效对接，学生与教师缺乏共鸣；(4) 常规的教学效果检测方式依赖

考试，无法有效检验学生的真实掌握程度。因此探索研究适合食品专业的《农产品贮运学》的教学模式

在农产品贮运人才需求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显得非常紧迫。 

3. “头脑风暴”法教学的优势 

“头脑风暴”是一种通过聚集成员自发提出观点而形成一个新观点，其特点是让参与者思维高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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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使各种创造性的设想在教学活动中相互碰撞激起脑海的创造性“风暴”[3]。头脑风暴教学法已经被

广泛应用到高校专业教学中[4]，其实施步骤主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开始阶段：教师解释“头脑风暴”

的概念及实施流程方法，并且指明本节课要解决的问题，引导学生进入议题；第二，观点产生阶段：学

生即兴各抒己见，教师贯彻“无错原则”，即阻止其他同学对发言学生的意见或者建议立刻发表评论，

安排记录；第三，总结评价阶段：老师和同学依据讨论主题，逐条分析意见实施的可行性和采纳原因，

并且应用到业务中。 
这种教学方法具有简单易行、促进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创造性意见、相互启发、集思广益等

优点。因此，把“头脑风暴”教学法引入食品专业核心必修课《农产品贮运学》的课堂。在“头脑风暴”

教学中，学生充分利用已经学习的不同理论和身边的学习资源，每个人积极思考，最后提出最佳项目实

施方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4. “头脑风暴”法在《农产品贮运学》教学实施 

通过前期课程理论教学，在学生基本掌握的贮运相关理论知识和要点基础上，开展实施“头脑风暴”

法教学。 

4.1. 贮运相关议题准备 

根据事先调研了解生产中的农产品贮运实际问题，结合课程基础理论和最新进展，凝聚成“头脑风

暴”议题。事先通过调研省内和学生自己家乡果蔬产业贮藏现状，凝练存在贮运问题，最后确定安徽蓝

莓、安徽猕猴桃、湖南炎陵黄桃、江苏阳山水蜜桃、江苏宜兴食用百合、安徽安庆瓜蒌子、山东万荣苹

果、山东樱桃、山东青州敞口山楂和安徽怀远石榴十个贮运学议题。 

4.2. 学生分组、材料信息搜集和 PPT 制作 

首先将学生进行分组(5 人/组)，教师提前把议题和要求提前 3 周告知各小组，小组长明确各组员分工

如搜集材料、产地调研、PPT 制作和汇报等任务；组员通过网络、数据库、图书馆等资源平台查找资料

或者进行调研，围绕贮运主题产生的背景、贮运问题的解决方案、预期效果和应用等方面制作专题 PPT。 

4.3. 头脑风暴教学 

每小组由教师的主持轮流开展“头脑风暴”教学，每组规定 PPT 汇报时间 12 分钟，议题讨论 10 分

钟。在汇报完毕后，学生之间立即展开提问和相互讨论，针对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方案，任何人

不做出判断和轻易打断，及时记录学生提出的想法和方案。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和点评，并评选出最优

的解决方案。 

4.4. 成果整理及学习心得 

在“头脑风暴”结束后两天内，要求学生及时做好总结报告，细化最优的解决方案，并且要求每组

同学就该议题写一篇《农产品贮运学课程学习心得体会》，实事求是地描述参与过程、收获、体会，对

教学绩效做出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 

5. “头脑风暴”法在《农产品贮运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及作用 

“头脑风暴”法在《农产品贮运学》教学实践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

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调动了学生参与课程的积极性。通过查找资料、制作 PPT、构思演讲流程等步骤，不仅让学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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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提升了课堂教学的参与度；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使学生变得更加活跃，教师努

力去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学术自由地表达想法，敢想敢问，这样提高了学生的能力；(2) 增强动手实践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小组在准备议题和汇报材料的过程中，通过明确分工、相互交流、共同探讨，针对

遇到的困难共同攻克，提高了合作意识和钻研精神；(3) 增强了对家乡的了解。通过以家乡农产品贮运问

题为议题，让学生们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每了解一分，对家乡的感情就更深一分；(4) 在准备材料、汇

报、提问、讨论的过程中，学会了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科学系统地思考、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

(5) 了解了农产品贮运的重要性，更加理解了这个学科的意义，激励学生更好得深入学习；(6) 根据贮运

主题，确定了最佳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后续的试验教学中进一步验证。以下为部分本课程改革后的学

生学习心得。 
这种形式的教学是一种极具创新的教学方式，经过小组合作学习，制作 PPT 介绍家乡特产和保鲜贮

藏技术，进行汇报和对同学们提出来的问题进行解答，最后通过老师的指导和点评，给予意见和建议。

课堂上应该经常开展这种小组合作式的学术探讨，学生不断地反思和改进，可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这次的 PPT 展示的经历，包括查找资料，和组员讨论，上台演示，每一项都带给了我们新的收获和体验。

这种翻转课堂的形式，能带给学生更多收获，平时被动灌输知识的我们，开始主动搜查资料文献来汲取

知识，我们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更加能体会学习的乐趣。因为有着成果展示的压力，我们对搜查的知

识也更加记忆深刻。在成果展示上，我们化身知识的灌输者，在两个专业的同学们面前展现自己的同时，

也体验了一把当老师的感觉，同时，勇敢地展现自己也锻炼了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因为没有太多当众演

讲的经验，本身就比较紧张，有的部分表现不够出彩，但我们的表现却得到了老师同学的认可，算是重

新树立起了信心，觉得下次再有这种展示自我的机会，一定会牢牢地抓住。 

6. 结语 

在整个教学实践中，参与每个议题的学生围绕自己熟悉的农产品对象和贮运问题，通过在主动学习

和掌握贮运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汇报、提问、回答、讨论，激发了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对家乡的热爱；这

种无错原则的讨论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参与度很高；老师根据记录的问题和回答过程进行总结，并确

定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用到后续的实验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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