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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品化学是国内外所有食品学科院校开设的重要专业基础课,是学习食品各专业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从事食品专业相关工作
人员的必修课程。 根据食品化学课程的特点,结合现代大学生学习的特性及社会对大学生专业能力的需求,探讨了基于慕课理念的食
品化学创新教学模式,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标准等方面对食品化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以期达到培养综合型实践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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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chemistry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all
 

food
 

academ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a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food
 

specialty
 

courses,
 

and
 

it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food
 

related
 

professional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chemistry
 

cours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e
 

social
 

demand
 

of
 

college
 

students’
 

pro-
fessional

 

abil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of
 

food
 

chemistr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OOC
 

from
 

the
 

teaching
 

con-
tent

 

and
 

methods,
 

assessment
 

standards
 

and
 

other
 

aspec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raining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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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化学是从化学角度和分子水平上研究食品的化学

组成、结构、理化性质、营养和安全性质以及它们在生产、加
工、贮存和运销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对食品品质和食品安全性

影响的科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1] 。 食品化学是

目前国内外所有食品学科开设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在食品工

业技术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从事食品行业人员

应终身学习的一门课程。 食品化学具有研究内容繁多、知识

面广的特点,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食品中的水、糖类、脂类、蛋
白质、酶、色素、风味物质等理化性质及其营养与安全性,在
研究过程中涉及化学、动植物学、物理学、微生物学和毒理学

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对于缺乏实践经验的初学者而言,在理

解和学习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很容易失去对该门课程的学习

兴趣,影响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2] 。 因此,
如何改变食品化学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

食品化学的理论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质

量,是食品化学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当代大学生生活和学习

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电脑、手机等移动智能设备已经

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已经习惯通过多

种软件获取各种信息[3] 。 丰富多彩的网络对大学生的学习

生活产生以下影响:沉溺于网络的倦怠性学习和利用网络的

自主性学习。 有些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或小说,导致无心

上课,或上课时也在看手机,精神萎靡,对学习生活产生倦怠

感;有些学生利用网络提供的便利,查阅学习资料进行自主

性学习,有利于更好地掌握有关知识。 但在自主学习的过程

中,面对复杂的知识资源,大部分学生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体

系,对所学的知识很难进行有效选择,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并灵活应用,这样大大降低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因此,
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有效利用网上资源进行学习,是提高大

学生学习课程的关键。
慕课是信息科技与教学的结合产物,近年来已经成为教

学改革中课堂形式改革的热点[4] 。 借助网络平台,遵循学习

者的学习兴趣,使学习者进行主动学习是慕课的基本理念。
慕课以 10~20

 

min 短视频“微课堂”作为主要课程模式,在简

短的视频中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将知识点阐述清楚,使学生保

持最佳注意力,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5] 。 学生可以反复观

看,并在论坛上讨论所学知识点。 慕课突破了传统课程时

间、空间的限制,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慕

课理念已经被应用到很多课程教学改革中[6-8] ,并取得了显

著成效。 笔者结合食品化学课程的特点、当代大学生学习生

活的特性以及社会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践能力等专业能力的需求,探讨了基于

慕课理念的食品化学创新教学模式,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考核标准等方面对食品化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以期让学生

主动掌握食品专业知识和技能,达到培养综合型实践人才

的目标。
1　 慕课理念在食品化学教学中的实施流程

慕课理念在食品化学教学中的实施流程如下:教师课前

针对授课内容给学生布置预习任务、提出思考题、提供优质

网络教学资源→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预习自学→课前师

生针对预习问题进行课堂互动交流反馈→教师课堂精讲→
教师布置作业与下次课任务→教师课外批改作业、线上互

动、辅导答疑等。
2　

 

慕课理念在食品化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2. 1　 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食品化学教学大纲的要求,为学

生选择一本优秀的教材,作为学习的基本参考资料。 教师可

以根据教材和教学内容的特点,对全部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

分解,按课程内容划分模块,制定教学计划。 教师在备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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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内容模块分解为若干知识点,根据每个知识点的特点进

行教学设计。 食品化学每章内容涉及的知识点繁多,这就需

要教师对知识点进行筛选,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有些

知识点在其他课程中已经涉及到(如糖、蛋白质、脂肪的分类

及部分物理性质在食品生物化学里已经讲到),在食品化学

课程中这些知识点简单带过即可,有些知识点是食品化学课

程的重要内容(如美拉德反应、酶促褐变等),就需要详细讲

授,让学生必须掌握。 每堂课(2 课时)一般需要完成 2~ 3 个

重要知识点的教学任务,教师可以以教材为主线,参考其他

教材、网络以及科研论文等相关知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最合适的教学资源进行知识点的有效讲解。 教师可以

直接借鉴慕课中“名校+名师+名课”优质视频资源,结合该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慕课资源进行整

合,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以达到有效授课的目的。
2. 2　 改变教学方法　 随着专业培养方案的不断改革,食品

化学计划学时数也在不断调整,教师要在规定课时内完成教

学任务,使学生掌握这门课程讲授知识的精髓,就必须对所

讲内容进行合理化筛选,教学方法也要作出相应改变。 传统

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导致许多专业

知识讲不透,讲不明白,理论脱离实践,影响教学效果,使学

生丧失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食品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基于慕课理

念,将问题式、案例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与所讲内容有机结

合、灵活运用,不仅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
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而且能培养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大大提

高教学质量。
2. 2. 1　 应用问题式、案例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 问题式教

学法是教师将知识点进行精心设计,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

生面前,让学生在寻求、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

识、培养技能,是一种导向性鼓励式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能

让学生带着兴趣去主动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以及创新的能力。 在食品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每堂课下课

前会布置下堂课要讲的内容,并针对要讲内容的难点和重点

提出问题,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慕课资源,让学生有针对性地

自主预习学习,并在预习和学习过程中解决问题和提出问

题,这将有助于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并能提

高学习的主动性。 例如,在讲授“水分活度与食品稳定性之

间的关系”这部分内容时,提出了 2 个问题:一是水分活度与

食品稳定性之间有什么关系;二是生活中哪些食品是通过控

制水分活度延长保质期的。 给学生提供的是中国海洋大学

食品化学慕课资源。 学生通过慕课学习可知,水分活度主要

是通过影响食品中的微生物和食品各组成成分的理化性质

来影响食品稳定性的。 第 2 个问题不能直接从视频中得到

答案,但能通过视频中讲解内容时举的例子或根据对所学内

容理解程度、结合现实生活找到答案。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

中,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意识到食

品化学的学习并不枯燥乏味,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将
抽象、枯燥乏味的理论融入到生动典型的案例中,组织学生

有针对性讨论分析案例,发现案例中与所讲内容之间的联

系,激发学生通过现象解决本质的好奇心,进而主动学习、研
究、锻炼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 它将理论与实例相结合,活
跃了课堂气氛,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在食品化学的教学过

程中,有些重要的食品化学反应(如美拉德反应、焦糖化反

应、酶促褐变等)和变化的原理比较抽象,学生难以理解和消

化,大多数学生靠死记硬背来记住这部分内容,但很快就会

忘记,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采用案例式教学,让学生

通过现象去看本质,这样能有效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使学生

对这部分内容印象深刻,便于理解、掌握和应用。 例如,在讲

授“酶促褐变反应”时,先让学生看一段自制短视频,视频中

是“鲜榨樱桃汁发生褐变”的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酶

促褐变,鲜榨樱桃汁由明亮的紫红色变成暗淡的褐色。 当学

生看到这一现象时,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市售的樱桃汁并没有褐变),这将激发学生查清原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下再

讲授酶促褐变的原理及影响因素,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讨论型教学是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通过设计问

题和案例,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对典型问题和案例进行讨

论,学生在对问题和案例进行思考、分析、研究和辨识过程

中,可自主地接受信息、筛选信息,从而提高其思考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食品化学教学过程中的讨论主

要体现在 2 个方面:课下讨论和课上讨论。 学生可以利用课

下时间通过慕课进行自主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与选同一

门课程的学习者以及主讲教师进行讨论和交流;针对教师布

置的预习任务或生活中发现的与食品化学相关的现象,与同

宿舍或同班级的同学进行讨论,寻找问题的答案;对于难以

理解或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邮件、微信、QQ、答疑时间与教

师讨论交流。 课上讨论主要是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快速、简短

的测评检验学生对预习内容掌握的情况,让学生对观看的视

频和课前练习提出问题,然后根据学生的问题对课程内容进

行精讲,授课后教师挑选一些具有讨论价值、学生感兴趣的

讨论题目,再进行分组课下讨论,一个宿舍为一个小组,每个

小组选一个讨论题目,下次上课时教师对讨论的问题进行评

价。 这种方式既方便教师了解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又可以

了解不同学生对知识掌握的差异,有利于因材施教。 在课堂

上,也会针对某一现象或问题进行短暂的即兴讨论,锻炼学

生的即兴反应能力和思辨能力。
2. 2. 2　 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平台。 建立食品化学课程微信

群,实现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学生对该课程

的学习兴趣。 食品化学课程与生活息息相关,教师通过微信

可将生活中与食品化学相关的现象制成短视频或拍成照片

发到群里,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展开讨论并解决问题,实现在

线答疑、
 

师生互动等,提升教学效果。 在教师的带动和感染

下,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大大提高,主动寻找或发现与食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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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关的现象,拍成视频或照片传到微信群,开展讨论。 这

种良性互动既可以丰富食品化学课程的教学素材,又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综合能力。
 

2. 3　 改革课程考核标准　 传统食品化学考核总成绩=平时

成绩(10%)+实验成绩(20%) +期末成绩(70%)。 平时成绩

由出勤率和平时作业成绩构成,实验成绩主要依据实验报告

获得分数,期末考试以笔试为主。 这种考核方式以结果考核

为主,忽视过程考核,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公平性,无法全

面展示学生的学习表现和综合能力。 因此,可以通过考核方

式的改革来弥补传统考核方式的不足,在食品化学考核过程

中可以适当增加过程考核的比重,如平时成绩可由出勤率、
课堂纪律、回答问题、互动训练等构成;实验成绩可由实验课

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实验报告构成;期
末考试出题内容可提高重点讨论问题和综合性问题所占比

例,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教学效果

基于慕课理念的食品化学课程教学改革,促进了学生学

习食品化学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氛围明显改善,通

过合理互动可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学生由被动学习

逐渐向主动学习转变,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对教师的教

学风格、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
师要通过多渠道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教学效果进行

反思,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以适应大学生学习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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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创业人才,在教育过程中就必须采用民

主、科学的教学方法。 在我国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通常

不敢对教师的讲解和教材中的问题提出质疑。
案例教学法改变了传统的学生被动学习、教师主动教授

的教学方法,能极大地拉近学与用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提高酿造工艺学课程理论教

学的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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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扩展引用刊数: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期刊数,反映被评价期刊被使用的范围。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指在统计源期刊范围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量与其所在学科全部期刊数量之比。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 引用刊数
所在学科期刊数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指期刊所在学科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占全部期刊数量的比例。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所在学科内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数量
所在学科期刊数

扩展被引半衰期:指该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全部次数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被引半衰期是测

度期刊老化速度的一种指标,通常不是针对个别文献或某一组文献,而是对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文献的总和而言的。
扩展 H 指数:指该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的论文中,至少有 h 篇论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 h 次。
来源文献量:指来源期刊在统计当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它们是统计期刊引用数据的来源。
文献选出率:按统计源的选取原则选出的文献数与期刊的发表文献数之比。
参考文献量:指来源期刊论文所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数,是衡量该期刊科学交流程度和吸收外部信息能力的一个指标。
平均引文数:指来源期刊每一篇论文平均引用的参考文献数。
平均作者数:指来源期刊每一篇论文平均拥有的作者数,是衡量该期刊科学生产能力的一个指标。
地区分布数:指来源期刊登载论文所涉及的地区数,按全国 31 个省市计(不包括港澳台)。 这是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和

全国影响力大小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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