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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生物技术进展是一门旨在提高研究生独立科研能力和开阔视野的课程，其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教学

效果。混合式教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教学模式，兼具传统课堂教学和网络在线教学的优势，被认为是

一种适合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方法。本文从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教学内容优化和考核方式变革三个方面

探讨了食品生物技术进展这门课程进行混合式教学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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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food biotechnology is a course aimed at improving independent scientific re-
search ability and broadening their horizon of postgraduates. Its teaching methods directly affect 
the teaching effect.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which 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nline teaching,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 teach-
ing method suitable for postgraduate cour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 of blended teaching of 
food biotechnology progres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the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2506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2506
http://www.hanspub.org


孙子羽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2506 3264 创新教育研究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reform of examin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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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生课程是研究生培养的必备组成，教育部 2014 年印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

见》明确提出：“课程学习是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

节，在研究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1]。研究生课程除了专业性、理论性等特点之

外，还应具有研究性、前沿性和适用性等特点。尤其是研究进展类课程，应紧密结合本学科国内外研究

的最新进展，开阔思路，增强科研能力，为其进一步从事相关课题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食品生物技术

进展是食品类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学位课(领域主干课)，该课程旨在提高食品专业硕士研究生的

科研视野，增强其独立的科研能力。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例，食品生物技术进展涵盖了 1 个一级学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包括 3 个二级学科领域：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和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

程)和 1个专业硕士学位领域——食品加工与安全。为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最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笔者对食品生物技术进展课程教学进行了下列分析探讨。 

2. 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食品生物技术的日新月异，相关的理论知识相对抽象，难点也逐渐增多。同时，该课

程在实际教学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2.1. 学生对该课程的理论基础差距太大 

学习食品生物技术进展这门课程的学生包括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产品加工及贮藏

工程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这些学生中，一部分学生在本科阶段已选修过食品生物技术这门课程，对

食品生物技术的基础知识比较熟悉；而另一部分学生在本科阶段没有学习过这门课程，对食品生物技术

方面的知识了解均相对匮乏。同学们课程理论基础的差距导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授课内容的安排上提

出了诸多难题。 

2.2. 学生对教学内容兴趣度不一 

在本课程教学时，学生们已基本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但一部分同学由于该课程内容与其自身科

研课题相关性不是太大，通常抱着能拿到该门课程的选修学分即可，出现敷衍课程的现象。故此，面对

如此多的硕士研究生授课，很难吸引全体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很难去针对每一位同学的实际情况进行授

课内容的设置。 

2.3. 学生习惯于传统的授课方式 

从近几年的授课情况来看，虽然授课对象是硕士研究生，但在整个授课过程中，多数学生还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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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传统的本科生经常施用的老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的授课模式，主动性相对较低，导致极个别同学出

现“手机控”的低头族现象，授课效率相对较低。 

3. 食品生物技术进展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课程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食品生物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新理论和新方法层出不穷，

因此在课程教学实践中，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更新和变革尤其显得重要。鉴于目前食品生物技术进

展课程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拟将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入到食品生物技术进展课程的实践中。混合式教学是

线上教学和面对面课堂教学的混合，是利用信息技术把传统课堂教学的优势和网络在线教学的优势结合

起来的教学方法，其本质是构建以学生为核心的混合学习过程与环境[2]。混合式教学自 2014 年以来，其

相关研究和实践呈现快速增长，尤其是 2020 年以后，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线上教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

展开，加速了国内高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及研究进程[3]。国外早已经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进行混

合式教学的研究，其提出是源于对单一线上教学模式弊端的反思，如果单纯依靠线上教学，会存在学生

自律性低、师生互动少、教学效果欠佳等问题[4]，同时，线上的教学资源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直接决

定教学的整体效果。因此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始得到不断重视。我国也较早引入了混合式学习的概念，何

克抗教授在 2003 年的第七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上就引入混合式学习的概念，认为混合式学习

既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习者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

极性与创造性。 
目前，混合式教学模式已经逐渐应用于各层次的学历教育中。很多学者去构建围绕具体课程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如在本科教育中的基于“慕课 + 翻转课堂”学习平台进行的环境工程原理课程改革研究[5]，
基于“互联网+”三位一体的英语教学模式设计[6]。近几年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在食品类实验课程中也

崭露头角，天津大学张丽霞(2019)等人采用在线课程教学、虚拟仿真实验与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从课程内容建设、教学模式和课程考核评价等多方面对食品微生物实验课进行了改革[7]。赵元晖等

人(2012)依托“食品保藏与加工工艺实验”课程，从实验材料选择、实验内容设计方面、把“实验室”、

“中试基地”变成“模拟生产车间”、实验中的疑问及实验后的反思以网络通讯手段反馈给老师等方式

进行混合式教学[8]。郑燕林(2018)研究认为混合式教学模式非常适用于研究生课程的教学，认为区别于

其他学历教育，研究生课程的学习过程更多表现为师生之间的互动，混合式教学模式很好地提供了这一

互动平台[9]。 
本文从教学模式构建、教学内容优化和考核方式变革三个方面对食品生物技术进展研究生课程实施

改革，具体采取的措施和途径如下所述。 

3.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教学准备阶段是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的先导，线上教学资源建设是基础核心部分。此阶段主要包括

制订相关环节知识点的教学目标和对应的理论依据，按照章节内容完成雨课堂的教学设计、内容准备、

教学场景与学习资源建设，同时设计课程教学计划方案，制定教学评价方法(图 1)。设置预习思考问题、

需重点关注的知识点、添加相应讨论题目，教师上传至雨课堂，为学生开展课程前预习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要考虑到学生知识背景的不同，在开课前先对同学们进行一个问卷调查，主要

了解同学们在本科阶段该门课程前置课程的学习掌握情况及硕士阶段学位论文的大致研究方向。在此基

础上，通过微课、慕课等方式将本科阶段需要掌握的知识在正式开课前进行“补漏”，以满足混合式教

学法开展对学生知识水平的要求。 
课前学习阶段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混合式教学模式区别于传统授课模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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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研究生课前自主学习是其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学习的主要方式。这一阶段主要通过长江雨课堂平

台完成，让学生提前预习上传至雨课堂的视频、文献和课件等课程内容。在自学过程中，学生对于不理

解的地方可以在网上留言，也可以在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学习，并且还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或建议。教师

可随时查看学生预习情况和回复学生提问，从而促使研究生完成学习准备工作，促进相互间的交流，形

成课前问题意识，同时帮助教师及时了解预习情况，针对性开展课堂教学。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图 1. 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课堂学习阶段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核心模块，其目的是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所学

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授课方式的选择将决定混合式教学整体的教学效果，如果教师只是在讲台上进行填

鸭式的重复灌输，由于学生已提前自学，很容易让其丧失兴趣。所以此教学环节不能是传统课堂教学模

式的复制，而是要采用 Seminar 教学法、案例教学法(Case Based Learning, CBL)和问题导向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等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方法，以进一步驱动学生的自主学习性。Seminar 教学

法是一种研讨式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以及团队合作意识。案例教学法起源于美国哈佛商学院，是其法学教育

标志性的教学手段，其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区别于传统的教学方

法的是教师不再是知识传授者，而是在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问题导向法起源于美国西

佘大学医学院，是以问题为学习的起点，基于现实世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其优点类似于案例教

学法。老师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采用合适的方法，但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需要提前布置课堂任务，

进行学习场景的设计与推演，其形式可以是由学生独立完成，也可以分组完成并由代表呈现。教师随堂

及时解答学生在研讨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引导性建议，同时完成教学环节评价。课堂授课时也可结合本

学院或团队研究课题内容，启发学生的研究兴趣。讲授内容由浅入深，注重讲授内容的研究思路，尤其

是各章节部分重要内容的思路和方法。 
课后拓展与评价也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教师利用在线平台布置课后任务，持续添加最新资

料来拓展学生思维，要求研究生完成应用性或实操性的任务，开展综合性拓展训练，对理论课程相关知

识点进行思考、同时鼓励学生开阔思路、发散思维、围绕理论课内容和拓展训练内容提出问题、师生相

互讨论。这样可以使教学内容不仅停留在课本范围内，而是形成授课对象对知识体系的把握。考核方式

可以多样化，可以科研课题设计为主要考核形式，既可以启发学生思路，提高学生同时还可以巩固课程

所学的知识，增强学生进行独立科研的能力。 

3.2. 课程内容的优化 

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基因组学、抗体工程技术、组织工程学、遗传学以及生物信息学等基础学科的

快速发展，使生物技术领域每一年都有突破性的进展。为此，根据目前食品生物技术研究热点设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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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将其分为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新兴交叉学科六大部分内容。

根据各章节内容，结合近年来在著名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精选系列论文作为基

本的课程内容，再以这些内容为依托，继续精选研究点。 

3.3. 学生成绩评定方法变革 

研究生课程开设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科研能力，而科研能力的增强主要表现在科研课题的设计和科研

课题的实施上。经过食品生物技术进展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独立设计课题，并且能够论证课题的可行

性，使课程更具有实用性。因此，在课程成绩评定时，让学生根据所学内容，设计和自己研究有关的科

研课题，重点内容包括国内外研究进展、研究目的意义、研究内容、技术路线等，将此作为课程考核的

一部分，考核标准可以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要求进行打分审核，然后给出考核分数。这样，考核更

加明确具体，让学生切实体验到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与方法的重要性。另外，基于 Seminar 教学法、案例

教学法和问题导向法等互动式教学法考核和评价的核心是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将学生在教学

中的表现作为学生考核的另一部分。 

4. 结语 

通过上述的研究思路与过程，将先进的教学手段和优质教学资源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研究生学习的

主体性与主动性，增添课堂教学的活力，有效提升研究生的创造性，实现研究生的个性化和层次化学习，

使之符合研究生的学习规律。从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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