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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促使高校变革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工科课程教学新方法，从而满足我

国制造业对新时代工科人才需求。本文以食品工程原理课程为例，阐明案例教学法在工科课程教学中的

应用实践。食品工程原理是我国本科高校食品相关专业开设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工程思

维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均具有重要作用。该课程综合性和理论性强，内容繁杂，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单

一，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不理想。案例教学法在食品工程原

理课程中的应用，丰富了课程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对

新工科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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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form have promp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hange the training mode of engineering talents and explore new 
teaching methods of engineering courses,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
try for engineering talent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of food engineering prin-
ciples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engi-
neering courses. The principle of food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food related majors in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engineering thinking awareness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The 
course is comprehensive and theoretical while the contents are complicated.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teaching mode is single,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obiliz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not ideal.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ourse 
of food engineering principles enriches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course, stimulates students’ in-
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s classroom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learning effect. Case teaching me-
th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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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战略，特别是《中国制造 2025》的

发布，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了新挑战，同时也为我国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赋予了新的内涵，然而与社

会需求相比，我国高校毕业生存在主观能动性不足、创新意识不强和工程实践能力欠缺等问题。因此，

积极探索高校教育教学的新模式、新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食品工业是我国第一大产业，与人民生命健康、

国计民生休戚相关，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求的民生基石。食品工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食品

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年轻血液的持续补充。我国高校为食品工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人才，为食品工业的

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本科院校食品学科课程设置由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限选课和

专业任选课组成，其中食品工程原理是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面向食品学科各专业学生开设[1]，理论和

实践性都较强。食品工程原理是一门主要研究食品加工过程的技术原理与工程实现的应用基础课程，与

机械工程、化学工程等学科密切相关，其基础涉及数学、物理、力学、热力学、传热学和传质学等[2]。
因此，食品工程原理是培养学生工程意识的重要抓手，通过理论、实验和实践三个教学环节的有效衔接，

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意识，强化学生的工程技术观念[3]。 
食品工程原理在食品专业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具体教学环节中，仍存在诸

多不完善的地方。该课程涉及较多原理性知识的讲授，综合应用数学、物理和机械制图知识，需要大量

的推导运算，学生普遍反映该课程晦涩难懂，课堂枯燥，对该课程学习兴趣不高，因此亟需通过食品工

程原理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探索适合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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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例教学法的内涵与特点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真实案例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围绕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讨论的一种启发式、

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采取独特的案例形式进行课堂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课堂讨论，领会案例涉及领域的重要思想、基本技能及内在原理[4]。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案例教学

法的运用已经日趋规范，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案例教学法可以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引用生产或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提高学生

对该课程的认可度。经过对实例的讨论、教师的分析和讲解，学生能够快速掌握知识的应用背景、所学

内容要实现的目的等。对于现实生活中学生能够亲身接触的实际案例，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讨论，有效提

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避免了传统的被动式灌输，课堂效果得到显著改善。 
案例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发现科学问题的能力。与传统讲授法将答案直接告诉学生不同，案例教学

法可以将问题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动力，通过授课教师的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通过精选的案例进行教学，能够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去发现案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利

用已有知识去解决发现的问题，学生发现问题能力和知识创新应用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 

3.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 课程理论性强，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综合性强、知识点多，涉及大量的理论推导，学生学习起来较为枯燥。该课程的

学习需要多个学科的知识积累，如果基础不牢固，难以跟上教学进度，学习主动性降低，进而容易产生

厌学心理，最终丧失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 

3.2. 课程教学与生产实践结合度低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涉及多种生产工艺和设备工作原理，但本课程通常在大学二年级开出，学生尚无

生产一线经历，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在思维意识上难以构建出设备立体结构，阻碍了其对相关设备工

作原理的理解和掌握。从教师方面来看，如果学生无法构建设备的立体轮廓结构，授课教师在有限的理

论教学过程中，仅以语言描述，抽象讲授，难以将设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讲解透彻、分析到位，由此产

生知识传输和接受的障碍，无法将理论知识与生产实际产生关联，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如何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如何有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是当前食品工程原理课程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 

3.3.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内容与多学科联系紧密、理论性强，学生普遍反映课堂枯燥乏味，学习积极性不足。

为提高授课质量和学习效果，高校教师持续对高校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探索，先后引入了案例教学法[5]、混

合式教学法[6]、三信法[7]、翻转课堂[8]和成果导向[9]等现代教学方法，这些新教学方法的引入，对教师

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案例教学法得到了授课教师普遍肯定，应用较为广泛。 

4. 案例教学法在食品工程原理教学中的改革与实践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是食品学科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在新工科人才培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工程思维意识，强化学生的工程技术观念[10]。通过讲解生产和生活中与

食品工程原理知识相关的实际案例，拉近课堂和生活的距离，提高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 

4.1. 精选案例，凝练案例的利用价值 

案例是案例教学的核心，课程案例的选择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目标性。围绕课堂教学目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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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案例要有较好的针对性，让学生通过案例实现对知识点的理解。第二，启发性。课程案例应既贴

近生产或生活，同时又要蕴含一定的启发性问题，通过案例讲解，引导学生从案例中寻找答案，激发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加深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例如，饮料生产过程中储液罐中液面高低的测量案例与流

体力学中静力学基本方程之间的关系；在讲授流体流动时，利用高楼层和低楼层自来水的流量大小的实

例，引导学生讨论具体影响因素，分析讲授流体流动伯努利方程的能量守恒规律；在讲授离心泵的安装

高度时，引用农田灌溉时对离心泵的灌泵操作为例，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要进行灌泵操作，从而引出离

心泵的工作原理；在学习传热章节，引入羽绒服、棉被的保暖案例，讲解工程材料传热系数知识点；在

学习吸收章节时，利用充气碳酸饮料开瓶时喷气现象实例，讲解吸收和解吸原理及影响因素；讲解精馏

时，利用食用酒精与饮用白酒酒精浓度的不同为实例，引出易挥发组分的提纯原理；讲解干燥章节，通

过雨天和晴天衣服晾干速率快慢的实例来讲解干燥原理、影响干燥的因素。食品工程原理课程案例需来

自于工业生产和生活，通过真实案例的讲解，使学生能够深切体会到食品工程原理课程中所讲述的每一

个单元操作都不是空洞、虚构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实用价值，与将来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针对

专业背景精选案例，不仅能够提高了案例的利用价值，而且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2. 整理归纳经典案例，合理设计教学过程 

案例教学法有多种，通常可分为开篇案例法、问题案例法、综合案例法等。不同的课程阶段，需要

选择不同类型案例进行教学。开篇案例法，适合在讲解单元操作前使用，引用该单元操作的工程应用实

例，分析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学生明确该单元操作的应用背景、该单元操作所实

现的目的等。问题案例法，适合在授课过程中使用，针对某一知识点，先列举出工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然后分析该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分析如何解决案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引出本知识点的内容。综合案

例法，在讲授完某一单元操作后，通过具体实例，引导学生分析案例中所运用的本单元操作的知识点，

回顾所学要点，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讲解实现对知识点巩固，并加深理解。不同类型案例教学方

法在食品工程原理课程中的应用实践，改变了传统填鸭式教学的枯燥课堂氛围，学生在课堂上踊跃讨论、

发言，授课效果良好。 

5. 结论 

工科专业课程理论性和综合性强，内容繁杂，学习过程枯燥。根据案例教学法的基本理论，精选生

产和生活中的实例，并对不同案例进行分类、归纳，建立案例库。在不同教学阶段选用相应的案例进行

课堂教学，拉近理论和现实的距离，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案例教学法在食品工程原理教学过程中的应

用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显著增强，工程应用能力得到了培养和初步锻炼，对新工

科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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