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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食品专业高素质复合应用型和拔尖创新型人才，打造具有高阶性、创

新性和挑战度的“金课”，课程组进行了食品生物技术实验教学改革研究。文章分析了食品生物技术实

验传统教学中的不足，通过改革实验内容、实验教学模式、实验考核评价方式等进行食品生物技术实验

教学改革研究。基于OBE教学理念，构建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为保障的“三段式学生

为主型”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团结协作能力、动手能力和分析表达能力，全面实现知识传

授、价值引领和能力提升“三位一体”育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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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compound application and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of food 
specialty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create “golden course” with the cha-
racteristics of high order, innovation and challenge, the course group carried ou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food biotechnology experimen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food biotechnology experiments. Based on OBE teaching concept, the student centered, 
achievement oriente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guaranteed “three-stage student-oriented” teaching 
mode was built through the reform of experiment content, experiment teaching mode and expe-
riment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 of food biotechnology experiments. This reform im-
proved th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cooperation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and expression 
ability, and the knowledge teaching, value leading and ability enhancement trinity education con-
cept was fully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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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学生从大学里受益的最直接、最核心、最显效的是课程[1]。高教司吴

岩司长提出要“消灭水课，打造金课”。所谓“金课”，即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课程，高校

要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1] [2]。“金课”建设是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创新思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 
食品生物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在食品领域中的应用，是指以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

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用全新的方法和手段设计新型的食品和食品原料。它以包括

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遗传学、食品营养学

等几乎所有生物学科的次级学科为支撑，形成一门多学科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学科[4]。该课程是高校食品

类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是构建食品类专业知识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打造食品生物技术“金课”是

提高食品类专业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 

2. 食品生物技术实验传统教学中的不足 

食品生物技术课程存在知识点多、综合性强、学生的生物技术基础薄弱、课程原理多且需要实践演

绎但配套实验无法开展等问题[5]，使该课程一度成为老师和学生心目中的“难课”，加之传统教学模式

枯燥乏味，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进而沦为学科教育的“水课”。特别是食品生物技术实验，学时数设置

少，只有小部分重点、难点内容能够采用实验教学的形式加以强化；且受实验场所限制大多为零散的小

实验，影响学生全面系统地理解并掌握课程知识；考核评价体系简单不合理，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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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创造性，不能满足培养具有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人才的需求[6]。 
前期有学者尝试对传统教学方式进行了改革，如史海粟等将模拟仿真技术应用在食品生物技术实验

教学中[7]、蒋倩倩和李慧玲开展了综合设计性实验教学[8]、焦爱权和苏宇杰在食品生物技术实验课程教

学中整合优化了实验内容，构建多层次实验内容体系[9]。这些改革和实践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教学

中的一些不足，但由于课时数、实验室硬件条件、生源等的不同，不能完全适合于我校教学实际。本课

程组秉承“两性一度”理念，努力打造适合我校教学实际的食品生物技术“金课”。针对食品生物技术

理论和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教学改革与实践，形成 OBE 理念下农林院校食品生物

技术实验课程的“三段式学生为主型”教学新模式。本文主要阐述在食品生物技术实验教学过程中，课

程组从实验内容、实验教学模式、实验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的改革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食品生物

技术实验教学现状。 

3. 基于 OBE 理念的食品生物技术实验教学改革 

3.1. 突出院校及地方特色，革新教学内容 

遵循“成果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教学理念，食品生物技术实验教学内容以食品生物技术

在食品行业的应用为主线，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为教学重点。本着教学要重应用

重需求的宗旨，构建具有内蒙古资源特色的教学内容体系，在实验教学中体现绿色农畜产品生产、检验

检测、安全评价和监督管理等内容，并且尝试教学内容的不断革新，以满足社会和行业发展需求。 
 

 
Figure 1. Comprehensive designed experimental scheme 
图 1.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方案 

 
经过不断实践、深入讨论和调研，课程组将食品生物技术实验由以前的验证性实验改为综合性设计

性实验。之前实验设置为三个验证性实验：质粒 DNA 的提取、纯化；质粒 DNA 的酶切及凝胶电泳；聚

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目的基因。由于食品类专业学生的生物技术知识匮乏，没有分子水平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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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往往很不理想。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这些实验内容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很少主动思

考实验的意义和分析实验的原理，无法认识到这些实验对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素养提高的作用，学习的

主动性差。因此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无法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成为实际

意义上的“水课”。 
实验教学内容改革后，食品生物技术开设了一个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乳酸菌发酵剂的制备及应用。

学生自主设计模块为：乳酸菌发酵剂的应用；给定模块为：乳酸菌发酵剂的制备及菌种鉴定。实验设计

思路见图 1。在自主设计模块，学生可以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作为切入点，查阅文献资料，设计实验内容。

教学实践中发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

将基础知识实验与应用结合在一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有了全新的学习体验，实现了从“书本”到“工

厂”的跨越。实践中发现这种结合了设计性和综合性的实验，对于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分析问题能力

和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有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 OBE 理念。 

3.2. 多方位改革，构建“三段式学生为主型”实验教学模式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形式单一，基本都是课前学生对着实验指导预习，或照抄或摘抄，不去深入了

解实验目的、实验原理等实质性内容；教学过程中老师对着白板讲解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等

内容，由于场地限制很多学生不能集中注意力认真听讲，后续实验操作中会出现很多错误；实验等待过

程中，部分学生会聊天、玩手机；有些学生照搬同学的操作、抄袭实验数据或分析结果。这样的教学模

式不能最大程度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阻碍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开发、动手能力的锻炼和团

队合作精神的培养，无法实现 OBE 教学理念。 
 

 
Figure 2. Experimental flow chart 
图 2. 实验流程图 

 
经过多年教学实践，课题组逐渐确定了“三段式学生为主型”实验教学模式，实验流程见图 2。第

一阶段：课前准备。实验课前一个月，授课教师将实验课大纲、微课解说视频、课件等发送给学生自学，

安排一次答疑。之后各组分别查找资料、设计实验方案、阐释实验设计思路。之后组织实验方案答辩，

小组每个成员均需参加答辩，对实验方案、设计思路等进行说明。答辩时需给出清晰的实验方案图，详

细说明实验思路和主要步骤。答辩后，教师点评、总结，确定可行的实验方案。通过对近几年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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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发现，学生的实验方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确定为本课程目前开设的实验，实验内容见图 1。
各小组继续完善实验方案，写出具体的实验方法、步骤和条件。由授课教师审核，确定为该组的实验指

导书。课前，要求每个组派学生全程帮助实验员准备实验。第二阶段：课上实验操作。每个组的实验指

导都不完全相同，因此小组成员均需对实验内容非常熟悉，遇到问题只能组内讨论。实验过程中需密切

配合，分工协作，有效杜绝了实验课上聊天、玩手机、抄袭等问题。第三阶段：课后数据分析。开展综

合性设计性实验以来，学生实验报告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实验数据分析和问题原因解析均认真、详细、

到位；有效杜绝了雷同实验报告。 

3.3. 多角度考核，建立新型考核评价方式 

课程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导向性，科学合理设定课程考核方式将为学生提供学习动力，引

导学生自主创新性学习，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并显著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10]。新型教学模式的实

施，使考核评价方式改革势在必行，采用多角度考评方式可系统考核学生的多种能力，新型考评方式见

表 1。 
 

Table 1.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ode 
表 1. 考核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 文献获取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动手能力 数据分析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合计 

实验方案答辩 10% 10%   10% 30% 

实验方案  5%  5%  10% 

实验操作  10% 25%   35% 

实验报告    15% 10% 25% 

 
基于 OBE 教学理念，教学应以成果为导向，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标。“三段式学生为主型”实验教

学模式能够提高学生的多种能力，可采用相应的方式进行考察，并且根据对不同能力的影响大小赋分。

新的考核评价方式把课前准备情况、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动手操作能力、实验数据分析情况、实验报告

撰写情况等作为考评项目，实现了全过程、多角度、多种方式的考核评价，使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

主动性、参与度提高。新型考评方式不仅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加扎实和全面，也使整个教学活动更加

活跃和新颖，整个过程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采用新的教学模式后，通过对授课老师和学生的调查问卷、实验成绩、对学生后续学习的影响(包括

后续专业课任课教师的反馈；参加创新性综合实验训练、毕业论文等活动时学生所展示的动手能力、创

新思维)等综合分析发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加，独立思考能力明显提高，说明“三段式

学生为主型”实验教学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适合我校

教学实际。 

4. 结语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基础，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11]，课程改革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

重中之重。基于 OBE 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为保障，是食品生物技术实验课

程教学改革的核心。 
本文分析了食品生物技术实验传统教学中的不足，并论述了通过革新教学理念，构建了“三段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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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主型”的新型实验教学模式，提升了该课程的挑战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创新意识，为建设

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奠定了基础，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团结协作能力、动

手能力、分析表达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推进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能力提升“三位一体”育人理念的

全面实现。此番改革为实验课堂注入了新活力，值得在类似课堂进行推广和应用。 
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还应该继续对食品生物技术课程教学进行不断完善和改进。根据行业发展需求

对课程内容进行优化、对教学模式进行革新，突破课内学时局限，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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