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6), 1968-197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6299   

文章引用: 韩铭海, 王未鲜, 田太琴, 刘晓辉, 李向东. 酿酒工程专业《化工原理》课程教学现状调查与教学改进[J]. 
教育进展, 2022, 12(6): 1968-1975. DOI: 10.12677/ae.2022.126299 

 
 

酿酒工程专业《化工原理》课程教学现状调查

与教学改进 

韩铭海*，王未鲜，田太琴，刘晓辉，李向东 

贵州理工学院食品药品制造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2年5月15日；录用日期：2022年6月14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23日 

 
 

 
摘  要 

《化工原理》是酿酒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为了解笔者所在高校酿酒工程专业学生学习本

课程的情况，采用问卷调查法就教材和教授内容的难易程度、必需的基本知识储备、课内外学习情况及

实践教学环节对理论课程学习的作用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研究结果，笔者提出优化教材、调

整授课知识点难度、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强化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以及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等方面的改进措施，以期提升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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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t Operation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the 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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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ty of brewing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study status of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brewing engineering in the authors’ universit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to investi-
gate difficul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contents, the necessary basic knowledge, the 
learning status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 and the role of practical courses in learning the theoretical 
curriculum. Finally,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is course, the 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cluding optimiz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djusting the difficulty of knowledge points, 
actively us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online and offline modes, intensifying the process of pre-
view and review, and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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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化工原理》是酿酒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它是综合运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知

识，分析和解决化工类型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物理操作(或单元操作)问题的工程学科。该课程起着由基础到

专业、由理论到实践的桥梁作用，主要讲述常用且比较重要的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工艺计算及典型设

备的结构、操作性能和设计、选型等内容[1]。该课程教学水平的高低，对酿酒工程专业学生基本专业素

质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因此如何提高本课程的教学质量，使学生更好地掌握

各种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增强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一直是高校酿酒工程专业老师关注的问

题。为了解目前本课程的教学情况，笔者对所在高校酿酒工程专业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在分析调查结果

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强教学效果的改进措施。 

2. 问卷调查 

笔者以酿酒工程专业 17、18、19 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做了问卷调查。利用问卷星平台设计调查问卷，

在学生空闲假期时发放电子调查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 142 份。 

2.1. 问卷调查的内容 

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 教材及课程知识点的难易程度；2) 学习本课程所需要的

基本知识储备；3) 学生的课堂学习情况；4) 学生的课外学习情况；5) 实践教学环节对理论课程学习的

作用。 

2.2. 问卷调查的结果 

2.2.1. 教材和课程知识点的难易程度 
大部分学生感到化工原理课程比较难，有 70%以上的学生认为课程难或是很难(图 1)，类似的情况还

有：约 69%的学生觉得教材(第四版，谭天恩，窦梅编著)本身就很难(数据未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

大部分学生(79.6%)，课程的难度与学习兴趣负相关，其中近 25%的学生明确表示课程的难度影响了学习

兴趣(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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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fficult degree of this course judged by students 
图 1. 学生认为本课程的难易程度 

 

 
Figure 2. Whether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urse affects the interest in learning 
图 2. 课程难易程度是否会影响学习兴趣 

2.2.2. 学习本课程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储备 
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明显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只有不到 5%的学生表示具备了充

足的知识储备，而 44%的学生觉得自己明确缺乏基础知识储备(图 3)。 
 

 
Figure 3. Whether the knowledge reserve is prepared to study unit operation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图 3. 是否具备学习《化工原理》课程的知识储备 

2.2.3. 课堂学习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近 90%)表示能在课堂上努力学习，有 50%的学生即使在课堂学习中比

较费劲，但也会努力跟上老师的授课节奏(图 4)；75%的学生表示在课堂上引入工程实例有助于相关知

识点的掌握(数据未展示)；有 79%的学生表示在课堂开展适宜的教师互动有利于课堂教学效果(数据未

展示)。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6299


韩铭海 等 
 

 

DOI: 10.12677/ae.2022.126299 1971 教育进展 
 

 
Figure 4. Learning status in class 
图 4. 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情况 

 
对于影响课堂学习的因素(图 5)，75%的同学认为课前预习能影响课堂学习，有同样多的学生表示知

识点本身的难易程度会影响课堂学习效果，同时，PPT 的制作质量、授课老师个人魅力和学生兴趣也会

影响课堂环节的教学质量。 
 

 
Figure 5. Factors affecting classroom learning (multiple choices) 
图 5. 影响课堂学习的因素(多选) 

2.2.4. 课外学习情况 
当问及课后复习情况时，看到了类似的数据：22%的学生表示有很好的复习习惯，25%的学生明确表

示只有老师要求才会做好复习工作，近一半的学生没有很好地复习(图 6)；关于课前预习情况的调查发现，

只有 25%的学生能做好课前预习；30%的学生只有在老师明确要求下才会做好预习；44%的学生对课前预

习没有做好安排(数据未展示)；近 85%的学生表示课外的作业对掌握相关知识点有很大帮助(数据未展示)。 
 

 
Figure 6. Review after class 
图 6. 课后复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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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实践教学环节对理论课程学习的作用 
有 87%的学生认为开设《化工原理实验》有助于理论课程的学习(图 7)；同样，有 82%的学生认为开

设《化工原理课程设计》有助于进一步巩固相关理论知识点的学习(图 8)。 
 

 
Figure 7. The roles of experiments of unit operations of chemical engineer-
ing in study of the course 
图 7. 《化工原理实验》对本课程学习的帮助 

 

 
Figure 8. The roles of designs of unit operation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study of the course 
图 8.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对课程学习的帮助 

3. 教学改进 

3.1. 优化课程教材和教学内容 

教材是最基础的教学资源，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的主要依据。选择切合本专业实际情

况的教材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化工原理》课程学习内容较多，理论体系繁杂，涉及多个单元操作及多

种设备工作原理，相关单元操作过程和现象复杂。计算公式本身推导过程复杂，且涉及参数较多，要求

学生有良好的物理和数学基础；理论公式也不便于记忆；各种参数的计算过程繁杂。因此普遍认为该课

程是有一定难度的。通过此次问卷调查发现，认为本课程难度较大的学生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同时也认

为教材(第四版，谭天恩，窦梅编著)难度稍高，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对部分学生的学

习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笔者认为根据学生知识背景和酿酒专业的具体情况，调整适宜难度的教材甚至

根据酿酒专业的具体实际情况编写一部适宜的教材都是有必要的。 
根据酿酒工程专业与后续课程的实际情况，很有必要调整部分章节的讲授重点及讲授课时。在保障

重点阐明各个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及对应设备的工作原理和典型的应用条件下，有必要适量删减或简化

部分难度较高、专业性较强及难易理解的内容，比如流体在管道中的流速分布、非稳态流动、非牛顿型

流体、变压恒速过滤、非稳态传热、吸收传质机理等。有些章节在酿酒专业其他课程中有涉及，比如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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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操作单元操作，在《发酵工艺与设备》中就有搅拌相关的理论知识，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可以在化工原

理教学内容中删除。还有与酿酒工程专业关联度不强的相关章节可以简化，比如蒸发和吸收单元操作等。 
另外，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知识薄弱

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只有不到 5%的同学表示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因此，对于授课老师来说，务必了

解学生在大一时大学物理甚至是高中物理学的知识背景，并了解学生物理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务必了

解学生数学基础，在讲授新的知识点前，务必做好必要基础知识的有效的铺垫工作，以免在教学过程中

出现严重的脱节现象。 

3.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学环节的灵魂。从此次问卷的结果看，要使本课程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授课老师的整体

素质无疑也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教学环节中引入工程实例是有助于学生掌握较难理解的、抽象的复

杂的理论和理解复杂设备工作机理，这一点也通过本次调查得到了印证。因此，化工原理课程内容很有

必要将纯书本理论与生产实践相关联，不能只注重教学内容的组织编排，这实际上对授课老师提出了进

一步到生产一线进修的要求。授课老师通过到深入生产一线现场，设计与课程理论教学相配套的教学实

例，可有效地提高教学备课质量。另外，教师通过向车间的基层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学习，提高了专业

教师实践技能，同时也促进“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 
另外，调查结果显示，教师人格魅力也会显著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亲其师，信其道”，拥有独

特人格魅力的任课教师往往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

[3]。每一位老师应该注重个人修行及人格魅力的培养。首先，应该具有正确而坚定的政治信念，这是高

校老师从事教书育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要培养积极健康的心态，绝对避免在课堂上发表不良言论

和散发负能量的观点。其次，进一步提升课程理论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是任课老师的立身之本，也是

受到学生尊敬和爱戴最基本的条件。最后，要敢于适当的批评惩戒。千万不要做“佛系教师”，将“明

哲保身”作为金科玉律，纵容学生不良的学习习惯[4]。 

3.3. 改善课堂教学手段 

此次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在课堂教学环节表现良好。从调查结果看，提高教师自身教学修养、提高

与学生的亲和力、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设计合理的互动环节，无疑对课堂教学也是有益的；另外，通过引

入工程实例，也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比较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和设备工作原理。因此，在讲授新化工单元

操作内容之前，可以考虑先介绍一个相关的化工单元操作工程实例，或者日常生活现象，引发学生思考，

设计适当的师生互动环节，鼓励学生尝试性地解释其中的现象或是规律，引发学生好奇心，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比如，在讲到流体流动相关知识前，可以提前让学生思考流体流动过程中能量转化的现象，比

如赛车安装扰流板、飞机机翼的外形及轮船行驶的安全间距等，提前让学生思考流体的三种机械能形式：

位能、动能和静压能。在比如，讲到湿球温度和干球温度的概念时，可以尝试让学生解释生活中常见的

现象：为什么在夏天风扇能够给人带来凉快的感觉？为什么触摸潮湿的毛巾感觉更凉？通过合理的师生

教学互动，掌握课堂教学的主动权，教师牢牢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并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主观

能动性，确保课堂教学效果。同时，鼓励授课老师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鼓励授课老师将本人相关的科

研成果移植到课堂教学中，鼓励授课老师将前沿科技发展恰当地引入到课堂教学中。 
从此次教学调查结果看，课堂 PPT 的质量能显著影响学生听课的关注度，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现

代多媒体技术在教学环节应用的力度。教师应该结合一些化工原理动态素材、视频进行讲解原理理论、

设备结构等重点内容，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单元操作原理。从此次调查的结果看，在课前教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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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准备好言之有物、逻辑清晰、图文并茂的教学课件对课堂教学也至关重要。比如，引入各种泵的工作

原理动画、双膜模型传质动态图和板框压滤机滤浆和清洗液走向动态图等对理解相关理论和设备工作机

理是非常有裨益的。 

3.4. 督促课外学习环节 

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还是缺乏必要的学习主动性，主要表现在学生的课外复习和预习环节，这也是

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从调查结果分析，学生课前是否做了必要的预习工作，是否提前初步了

解将讲授的知识点，这将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甚至影响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因此，加强课前

预习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最有效的措施。而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也能对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加强课外学习环节督导工作，无疑将会提升学生学习质量。要充分利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课前安排相关单元操作的预习任务，同时通过雨课堂平台布置适当的选择题和填空题等，初步督促

学生做好预习工作；通过雨课堂平台发布相关知识点的物理现象、微视频等资料引导学生提前思考相关

原理，以提升学生课堂学习的兴趣；通过提前布置思考题，提高学生课堂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力。为了强

化学生复习效果，有必要加强过程性考核，提高过程性考试成绩在课程总评成绩中的比例。根据教学进

度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增加重点章节测试环节，夯实基础，同时也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学生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在相同的教学环节中，有的学生掌握知识点较顺利，而有的学生则出现学

习卡顿的现象。因而，授课老师要特别关注部分学习缓慢的学生，有必要课后对这些学生因材施教，查

缺补漏，课堂通过 QQ 和微信等途径对这些学生课外辅导；对学习能力较强、掌握知识较快的学生，可

以布置一些涉及科技前沿发展和难度较高的作业，使其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5]。 

3.5. 实践教学环节 

化工原理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课程，其对应的实验课程对学生知识的掌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6]；化

工原理课程设计是利用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教学环节，是由理论通向实践的重要媒介,
是学生真正将“知识”领入“应用”的一次尝试。通过课程设计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的能力、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化工原理相关理论知识最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7]。 
此次调查结果肯定了实践教学课程《化工原理实验》和《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对理论课程学习的促

进作用。为了提升教学效果，在实验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督促学生温习相关的知识

章节，使学生深入理解实验过程背后的相关理论知识，切忌只是让学生完成实验本身的操作而已；同时，

要求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作风。在实验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

中心，对学生采用因材施教、突出个性的多种教学方式，同时强化学生工程意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

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教学不但要使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验实践中，而且还要指导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升

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4. 结语 

本文调查研究了笔者所在高校酿酒工程专业《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现状，发现了影响学生兴趣和

学习效果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在选择教材、调整授课知识点难度、积极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强化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等几个方面的改进措施，以期提升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贵州理工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XJGC20190626)的资助。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6299


韩铭海 等 
 

 

DOI: 10.12677/ae.2022.126299 1975 教育进展 
 

参考文献 
[1] 王桂荣, 王淑芳, 王桂赟, 等. 在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学中强化工程意识的培养[J]. 化工高等教育, 2005(1): 

116-118. 
[2] 马美范, 房海燕, 刘同军.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的酿酒工程课程体系建设[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46): 

174-175. 
[3] 陈柊宇. 高校思政课教师人格魅力的提升策略[J]. 科教导刊, 2021(34): 49-51. 

[4] 杨彬彬, 刘泽砚, 郭鹏江, 等. 对高校理工科青年教师人格魅力提升的探讨[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37): 27-28. 

[5] 王卫兵. 化工原理课程学困生成因及教学对策研究[J]. 化工管理, 2022(7): 39-41. 

[6] 赵永超, 姜松. 基于学生分组循环模式的化工原理实验教学实践[J]. 广州化工, 2022, 50(4): 158-160. 

[7] 贺丽敏, 蔡秀兰. 基于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化工原理课程设计教学思考[J]. 广东化工, 2021(13): 238, 24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6299

	酿酒工程专业《化工原理》课程教学现状调查与教学改进
	摘  要
	关键词
	Investigation of Study Status of Unit Operation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for the Specialty of Brewing Engineer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Improvemen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问卷调查
	2.1. 问卷调查的内容
	2.2. 问卷调查的结果
	2.2.1. 教材和课程知识点的难易程度
	2.2.2. 学习本课程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储备
	2.2.3. 课堂学习情况
	2.2.4. 课外学习情况
	2.2.5. 实践教学环节对理论课程学习的作用


	3. 教学改进
	3.1. 优化课程教材和教学内容
	3.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3.3. 改善课堂教学手段
	3.4. 督促课外学习环节
	3.5. 实践教学环节

	4.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