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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hich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cultivation and shaping of students’ engineering ability.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in the relevant aspect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in the leading courses,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foo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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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机械与设备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对学生工程能力的培养与塑造作用重大。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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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程教育认证的角度出发，在分析了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的前导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存

在问题的基础上，就该课程在相关方面的教学改革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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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 
18 号)，提出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计划于 2019~2021 年，建设 10,000 个左右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点和 10,000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这标志着我国本科教育和本科专业建设站在了新起

点上。聚焦本科教育和本科专业建设的重要性和意义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5 月 2 日在北大师

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而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基础地位，可谓是“本科不牢，地动山摇”。并且，纵观国外一

流大学，不论是学科专业特色突出的学院，还是综合实力显著的大学，无一例外都将本科人才培养和本

科教育教学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1]。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一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源于《华盛顿协议》，我国于 2016 年 6 月 2 日，

成为《华盛顿协议》的第 18 个正式成员，这意味着经国家认证的工程教育专业具有国际等效资格，对我

国大学与全球人才市场直接对接、提升国际竞争力有促进作用。截止 2018 年底，我国通过工程教育认证

的本科专业已累计有 846 个，分布于 198 所高校的机械、化工与制药等 21 个工科专业类中。对于工科专

业来说，工程教育认证评估的指标与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评价的指标基本相吻合，可以说是否通过工程教

育认证是进入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名单的前提。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属一级工学学科，而食品机械设备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计划中与学

生工程能力培养最为相关的课程，也是食品专业的核心课程。该课程主要讲授各类食品机械与设备的原

理、结构和性能，参数的确定与选择，设备选型及使用等内容，其宗旨符合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工程

素质培养方面的需求。但由于此课程所讲述的设备种类繁多、结构多样复杂、内容量大抽象，要求学生

具有扎实的前置课程知识基础，如电工学、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图和化工原理等，导致教学过程中存

在很大困难，学生易产生畏难情绪，学习信心不足。为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最大程度的提高学生工程能力的水平，笔者对《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教学进行了下列分析。 

2. 当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例，其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安排在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大三的上半学年进

行，共 48 个学时，主要采用 PPT 结合板书的方法讲授。综合分析发现教学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2.1. 前导课程设置不合理，专业扩展度不足 

一般食品机械与设备教材内容包括输送、原料预处理、粉碎、分离、浓缩、干燥和杀菌等单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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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械与设备，涉及的基础知识繁多，需要开设工程制图、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电工学、食品工

程原理等前导课程。但目前我校只开设了工程制图和食品工程原理这两门前导课程，未开设机械设计基

础和电工学等课程，导致学生机械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空间想象力比较欠缺，在学习中难以理解某些设

备机械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另外，农学类院校本身在工科类课程开设方面就存在“先天不足”，底子不

牢，如食品工程原理，只有理论教学，而无实验教学，使得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更加暴露了缺陷，教

与学都非常吃力。 

2.2. 教材内容落后，缺乏前沿技术 

食品工业先进与否除了食品加工工艺这个指标外，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支撑工艺的机械与设

备。在课堂教学中，除了讲授某类型食品机械与设备的基本原理外，还应对这一类型设备在国际上处于

什么水平，同等类型的设备的先进性和前沿性等有所涉猎。虽然目前国内食品机械与设备相关教材的版

本很多，但内容更新速度相对较慢，不能反映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现状，对当前食品机械与设备行业的

前沿覆盖不足。我校所采用的教材就属于这种情况，导致学生对行业“高、精、尖”的机械与设备涉猎

不足，直接影响学生在后续食品工厂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中对设备选型的水平。 

2.3. 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 

受限于目前利用板书和 PPT 讲授的方法和单向灌输的教学形式，只注重了知识传授，忽视了学生学

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实践能力的煅炼，未能体现其作为教学主体的角色作用。另外，教学过程中由于

没有实物，机械设备也不可能作为教学用具购置，教师言之无物，学生感到抽象、复杂、难以理解，建

立不起形象思维，因而学习兴趣不高，导致学生对设备配置和设备成套化的能力、设备操作、保养、维

护的能力不足等，很难达到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和工程能力培养的目的。 

2.4. 理论联系实际不足 

理想的食品机械与设备教学应该由理论课和实践课构成，理论课是学生高效、系统化地获得知识最

有效的途径，而实践课可以使学生获得的形体映像在实体上得到印证[2]。目前，内蒙古农业大学的食品

机械与设备课程教学只有理论课，实践课欠缺，对食品机械设备的有限的接触只限于在生产实习时，且

由于安全等方面的考量，学生缺乏在生产线上实训的机会。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只能坐在教室中通过

空间想象力来学习该课程，相关知识接受起来非常困难，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降低。 

3. 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3.1. 前导课程的调整 

在食品机械与设备的前导课程中，机械设计基础和机械制图是比较重要的 2 门课程，但在非机械专

业一般不开设这两门课程，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就类属这种情况。不开设这两门课程，

学生就没有机械传动和常用机构的基础知识，不了解有关常用机构的结构及工作过程，缺乏相应空间想

象的能力，在教学中给出某种机械简单的结构图，学生想象不出它的实际构造。另外，其食品科学与工

程专业也未开设电工学课程，学生也欠缺电学的知识和理论。但实际上，机和电就像孪生兄弟，互不分

家，离开了电来谈机械等于是鱼离开了水一样无法立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电工学课程的重要性。 
同时，这几门课程也是大部分工学专业必须开设的基础课程，是工程教育认证中课程体系这一项的

重要考量指标。因此，借助此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契机，在重新调整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方案时，

需着重考虑这几门前导课程的设置，这对提高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最终通过工程教育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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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重大。 

3.2. 优化教学内容 

对于一门课程的教学来说，选择合适的教材是重中之重。当前食品工业发展迅速，也助推了食品机

械行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的机械不断涌现，但教材的更新始终落后于行业的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必须

在选择一本经典教材基础上，能够查阅最新的文献，跟踪食品工业相关领域的发展前沿，在教学中引入

食品机械设备最新的知识。除此之外，就是要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由于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专业的学生数学基础相对比较薄弱，这也是部分农林院校工科专业存在的普遍问题，教师在食品机械

与设备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一些涉及设备的物料衡算和公式推导等内容往往没有被侧重，这和学生

工程能力的培养背道而驰，所以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涉及到计算推理的内容要被突出。再者，需要考虑

增加课时，设置该课程的课程设计和实验环节。通过课程设计可以进一步消化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加强

学生工程能力的培养。通过实验课由学生自己动手进行食品行业典型设备的拆装，学习拆装工具的使用，

变枯燥的课堂讲解为生动的现场拆装，在增强学生直观认识的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另外，

根据 EC2000 等国际通行的 10 条毕业生能力培养的要求，在课程内容总体上要突出工程教育的特点，着

重介绍食品机械中的一些共性问题，强调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能力的培养。 

3.3. 改进教学方法 

传统讲授法(Lecture Based Learning, LBL)结合 PPT 展示是目前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

主要的教学方法，该法经济有效、信息量大、学生接受效率高、教育作用全面、可控性强，而缺点是信

息传递是单向的、学生参与程度低、难以顾及个体间的差异。并且由于这门课程本身在教学过程中的诸

多难点，需要在当前教学方法中融入新的教学方法，以此弥补其不足。 
1) 案例教学法(Case Based Learning, CBL)。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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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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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

和独立思考的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参与程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相互沟通的能力[3]。
在食品机械与设备的教学中实施案例教学法，可以通过来源于食品企业实际生产案例的讲授、组织讨论、

归纳总结、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等过程，将学生代入特定的工程场景中，培养其工程理念和工程意识[4]。 
2) 问题导向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此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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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食品机械与设备

的教学上来，就是以设备问题为基础，紧密结合生产实践，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进行讨论来给出

问题答案[5]。教师需要在课前提出问题，通知学生查找资料，在课堂上分组讨论，教师进行最后总结。

PBL 教学花在前期准备工作上的时间精力大大多于普通的课堂学习，因此需要学生的主动配合，否则很

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和目标。 
3) 新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引入。目前已有多种新的多媒体教学技术被应用于食品机械与设备的教学过

程中，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根据学校教学资源的实际情况，可以择优引入这些多媒体教学手段。

1)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 VR)，可以在虚拟环境中，针对具体的应用创建虚拟场景，进行三维动

态视景和行为仿真，能真实地仿真实际工作场景，具有良好的沉浸性和交互体验。此技术在教学中的应

用，有助于学生更透彻理解食品机械的结构和运行原理，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6]。2) 微
课(Microlecture)，是指运用信息技术按照认知规律，呈现碎片化学习内容、过程及扩展素材的结构化数

字资源，具有“主题突出、短小精悍、交互性好、应用面广”等特点[7]。将微课引入食品机械与设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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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中辅助教学，除了可以有效地巩固课程学习中的重、难点知识，还可使学生有选择性和目的性地

去自主学习、预习相关内容[8]。3) 雨课堂，是由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旨在连

接师生的一款软件，可以通过微信和 PowerPoint 在课外预习与课堂教学间建立沟通桥梁。使用雨课堂，

教师可以将带有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视频、习题、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推送到学生

手机，师生沟通及时反馈；课堂上实时答题、弹幕互动，为传统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提供了完美解决方案，

引入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 
4) 加强实践教学。一方面要在课程教学结构中引入实践教学环节，在每操作单元设备理论讲解之后，

尽可能的安排学生到校内工厂或实习基地试验、观察相关的设备。另一方面在课程教学外，要以工程教

育认证为出发点，加大毕业设计课题的比例，锻炼和提升学生的工程能力。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包含了

较多的纵横向课题，学生通过实际调查、工程核算等完成对单元操作设备的选型论证，这个过程可以强

化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的理论，并从设计中得到了实践能力的提升。 

4. 结语 

食品机械与设备这门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能力塑造的核心课程之一。当前以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为契机，通过对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的教学改革，可以提高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在工程方面

的素质与创新能力，助推该专业成功通过工程教育认证，其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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