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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水解工艺学教学实践的思考 ①

张胜，吴志平，李湘洲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植物水解工艺学是林产化学与加工专业的传统课程，但课程开设时间安排在大四第一学期，且非考研专业

课程，学生普遍学习兴趣不高。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准确掌握９０后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当前社会的实际需求，及时更

新教学内容，运用学习迁移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学生解决跨专业问题的能力，结合就业需求改变考核方式，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加深对专业知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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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水解工艺学是林产化学与加工专业的传统课程，主要介绍植物原料水解工艺及理论知识。由

于植物原料属于可再生资源，因此在２１世纪提倡发展循环经济的大背景下，植物水解工艺学具有广阔
的前景。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开设课程时间安排在大四第一学期，且非考研专业课程，因此学

生普遍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气氛沉闷。就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独立思考的

能力，我们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对植物水解工艺学课程教学进行了一些改革及实践。

１　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教学内容一定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更新和补充，很多教育工作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１］。目

前只有林业院校的林产化工专业开设植物水解工艺的课程，国内尚没有专门的教材。最接近该课程的

参考书是李淑君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的《植物纤维水解技术》。纸质书籍的缺点是知识
固化，不能与时俱进。例如“最新糠醛生产工艺”的章节按现在的眼光看已经不是最新，各种传统的糠

醛生产工艺实际上现在应用得很少。因此我们将陈旧过时的教材内容删除。此外，该书只编入了植物

纤维的水解工艺，事实上目前最活跃的植物水解领域的研究是植物蛋白的水解。植物蛋白水解后形成

氨基酸液，是各种高级调味品与营养强化食品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查阅文献，补充了植物蛋白水解技

术的知识作为教学内容。另外，我们还在课堂内向学生讲授如何通过科技文献查找该课程的最新研究

进展。目的既是将文献检索课的知识点具体应用到专业课程上，也让学生体会到任何专业的新知识都

在不断涌现。

２　运用学习迁移的方法进行教学
高等教育心理学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不只学习一种知识，而是同时或者相继学习多种知

识。在多种知识的学习中，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随处可见，这种知识的相互影响就是学习迁

移［２］。我们要运用学习迁移的方法进行教学，避免出现“读死书”的情况。学生学习过的专业基础课化

工原理中很多内容与植物水解工艺有关。如水解锅分离水解液和固体残渣的过滤装置，运用了化工原

理中的非均相分离；植物水解工艺用冷凝器，自蒸发器的设计与使用则与传热、蒸发操作单元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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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中的吸蒸馏、精馏操作单元则应用在发酵酒精的生产上。根据这些课程之间的联系，我们在教

学策略上采取了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实例式教学等方式［３］，使学生将已经学习过的

化工原理知识迁移到植物水解工艺学的学习过程中。

３　培养学生解决跨专业问题的能力
专业是根据学科分类和社会职业分工需要分门别类进行高深专门知识教与学活动的基本单位［４］。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日益深入，社会越来越需要项目整体设计与执行人员，大学生的知识面不能再

局限于本专业范围内。为适应形势发展，根据“加强基础，拓宽知识，注重技能，增强适应性”的教学原

则，我们有意识地向学生提供一些他们毕业后可能遇到的一些跨专业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开展探究性

课堂，以“设问－检索文献－撰写报告－讨论－结论”的程序训练学生解决跨专业问题的能力。例如在
课堂上提出问题“怎样开办植物水解企业”，进而衍生出诸多专业问题，如：企业工商注册的程序、新开

办企业环境评审的程序、如何根据产量配置生产设备、如何通过财务报表洞察企业经营的状况、如何控

制企业经营成本、如何通过网络营销或者微营销推广产品等。我们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模拟成企业经

营团队进行训练，使学生对企业的运作有了基本了解，培养了学生跨专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４　结合就业需求改变考核方式
由于植物水解工艺课程开设在四年一期，学生已经开始考虑就业的问题，心情较为浮躁，学习兴趣

不浓厚。特别是从２０１２年以来，９０后已经成为大学生的主流，如果仍以传统的闭卷考试进行考核，常
常会出现大面积的不及格，这反映出学生对考试的焦虑心态。因此，要深入了解９０后大学生的思想动
态［５］，改革评价方式［６］。同时我们注意到，有些学生平时考试成绩不错，实验动手能力也强，但是写作

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强，这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应聘工作的效果；此外，针对教材划分的“考试重

点”在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中不一定是重点。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将课程考核改为专题汇报的方式。

具体做法是：请学生举出一种可以作为水解工业原料的植物，结合本课程学习的知识，模拟在家乡开办

一家植物水解企业。所涉及的内容要包括：学生家乡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植政策、植物水解厂计划的产能

与所需配套的设备、企业下游产品的开发与经营思路。要求学生写成可行性报告，并做５分钟的演讲。
教师对学生的可行性报告和演讲效果进行点评。这种考核方式既训练了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同

时也强化了学生对植物水解工艺这门课程的认识。同时，农林院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学习这门课程

对增强他们对家乡的再认识，树立在家乡创业与就业的信心也很有帮助。

５　结语
在这门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准确掌握９０后大学生的心理特

点以及当前社会的实际需求，才能让学生对专业课程感兴趣。学生普遍认为上述教学实践加深了对课

程所涉及专业知识的理解，对新的考核方式表示出浓厚的兴趣，由原来的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教

师的压力也相应减轻，实现了教与学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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