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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

改革效果的问卷调查 ①

牛广财，杨宏志，王宪青，陈洪生，魏文毅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食品学院，黑龙江 大庆１６３３１９）

摘　要：针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进行了改革。以无记名
的问卷调查方式，征求两届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２７０名学生，对优化后的食品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与
方法、实验课学习效果以及对实验任课教师的评价等方面的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优化后的实践教学体系整

体情况令人满意，但在综合设计性实验的时间安排、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和

实验教学改革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进一步改革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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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是黑龙江省属全日制普通高校，
是一所具有鲜明农垦特色，以农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农业大学，其食品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于２００７年７月
被批准为省级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黑教高［２００７］
１４７号），依托建设单位为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
在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该中

心根据实验教学的目的与要求，以及人才培养的认知规

律，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实验教学理念，优化实验项目，修改

实验内容，构建出了食品基础层实验、综合设计层实验、应

用创新层实验和研发创业层实践等４个层次的新的实践教
学体系。

为深入了解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改革情况，

于２０１２年６～９月对本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２００８级、
２００９级本科生就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相关问题
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和掌握学生对实验教学改革的意见

和建议，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新的实践教学体系的长期

实施提出建议，以便进一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一　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与时间选择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２００８级毕
业生１７９名，２００９级学生９１名，共２７０名，于２０１２年６～９
月进行问卷调查。

（二）方法

参考部分相关文献，同时，结合本专业实际情况，设计

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改革效果调查问卷》。

问卷选取了“实验课程设置”、“实验课程教学模式与方

法”、“实验课学习效果”及“对实验任课教师的评价”等４
个一级指标，１７个二级指标。对于选择性问题，要求调查
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

见和建议；对于开放性问题，调查对象可以自由填写。

调查采用背靠任课教师的方式，各班统一发放问卷，

不计名填写。问卷发出 ２７０份，回收 ２７０份，回收率
为１００％。

（三）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对开放性问题
的一些文字资料进行归纳和整理。

二　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课程设置调查结果与分析

表１的调查结果表明，对食品专业实验课非常感兴趣
的占４２．２２％，较感兴趣的占５０．３７％，这９２．５９％的学生对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课感兴趣，说明食品专业性的实

验课程，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是有吸引力的，能够保证本专

业实验教学目标的实现，让学生的基本专业技能、专业素

质和实践知识等方面都能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认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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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专业实验课程学时安排合理的占２５．１９％，较合理的占
５５．９３％，即８１．１２％的学生认为食品专业实验课程学时安
排比较合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于需要反复观察

结果的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由于排不出固定的时间，这

种上课的随机性会影响部分学生的其他业余时间，从而影

响学生的耐心。

表１的调查结果还可看出，有８７．４１％的学生认为修
改后的食品专业实验课程内容安排合理。可见，实验项目

修改为难易程度适中，既可满足学生们的求知欲，又可以

充分调动学生特别是学有余力的学生的积极性。传统的

以灌输知识为主要方式的验证性实验，要逐步被综合设计

性、应用性和研究创新性的实验所取代，后者符合年青人

思维活跃、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性格特征。本次调查中发现

８２．９６％的学生赞同开设综合设计性和应用创新性实验即
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仍存在一小部分学生（１１．１１％）有
随大流和不同意（５．９３％）的想法，这说明在综合设计性和
应用创新性实验开设方面，今后仍需加大对这类实验的介

绍力度。

表１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课程设置情况调查结果

问卷题目 问卷选项及比例／％

你对食品专业实验课感兴趣程度？ Ａ．非常感兴趣（４２．２２）　Ｂ．较感兴趣（５０．３７）　　Ｃ．一般（７．４１）　　Ｄ．无（０）

你认为食品专业实验课程学时安排是否合理？ Ａ．非常合理（２５．１９）　Ｂ．较合理（５５．９３）　Ｃ．一般（１８．８９）　Ｄ．不合理（０）

你认为食品专业实验课程内容安排是否合理？ Ａ．非常合理（４０．００）　Ｂ．较合理（４７．４１）　Ｃ．一般（１２．５９）　Ｄ．不合理（０）

你是否同意开设综合设计性和应用创新性

实验？

Ａ．非常同意（５２．２２）　Ｂ．比较同意，希望开设（３０．７４）　Ｃ．一般，随大流（１１１１）　
Ｄ．不同意（５．９３）

　　（二）实验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调查结果与分析
由表２可以发现，有９７．０３％的学生认为现有的实验

教学方法能满足教学的需要，说明绝大部分学生比较乐于

接受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这非常有利于推进新的教

育教学改革与研究。

对于自主选择实验的看法，３１．１１％的同学赞同根据兴
趣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实验，而有４５．１９％的学生愿意在
老师给出基本思路后，再与同学进行完全根据个人兴趣选

择实验的仅占１９．６３％，另外，还有４．０７％的学生自己没有
想法，随大流。可见大部分学生赞同指导老师稍作指导，

给出大致选题和方向，再由学生自主查阅资料，完成实验

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从学生最乐于接受的授课模式中也

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如表２），综合设计
性实验（３９．２６％）、食品技能训练（２２．２２％）、应用创新性
实验（２８．１５％）作为一种新的实验教学模式，还需要教师
在关键的地方加以引导。这可能由于长期以来，实验教学

以验证性实验居多，学生已经习惯了原有的教学模式，突

然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完全独立，学生会感到困惑。因

此，在今后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上，教师还需要认真研究和

不断进行改革和探讨。

表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调查结果

问卷题目 问卷选项及比例／％

你认为现有实验教学方法满足教学需要的程度

如何？
Ａ．非常满足（２４．８１）Ｂ．基本满足（７２．２２）Ｃ．一般满足（２．９６）Ｄ．不能满足（０）

你对自主选择实验的看法？

Ａ．老师提前介绍，同学按自己兴趣，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实验（３１．１１）Ｂ．老师进行
指导，给出基本思路，再与同学进行实验（４５．１９）Ｃ．完全根据个人兴趣选择（１９．
６３）Ｄ．随大流（４．０７）

在现有实验课的授课模式中，你最乐于接受

的是

Ａ．传统验证性实验———按照老师要求做，学生基本不用思考，而且老师可以随时
帮助解决问题（１０．３７）Ｂ．综合设计性实验———教师提出命题，学生自行设计方
案，然后进行实验，教师帮助下解决问题（３９．２６）Ｃ．食品技能训练———教师提前
布置技能训练项目，学生独立查找资料，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实验（２２．２２）Ｄ．应用
创新性实验———学生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或者自带课题，题目选定后查阅资

料，在教师指导下制定实验方案，在开放实验室进行开放性实验（２８．１５）

　　（三）实验课程学习效果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由表３可知，学生对自己实验课表现的评价总体比较

满意，得到的积极主动回答为８７．５６％，在实验课对学好本
专业的帮助程度（非常大７５．９３％，较大２０．７４％）、对提高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帮助程度（非常大 ５３．３７％，较大
３５５６％）等也可看出实验课的学习效果比较明显。特别
是，新的实验教学体系对提高学生创新思维的帮助程度、

对毕业论文（设计）的帮助程度非常大，分别为９０．３７％和
９７．７７％。说明新的实验教学体系在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

力的前提下，还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

性。研究创新性实验的开设，对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具有积

极作用，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创新课题研究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学生的设计性实验是非常有创新性

的，在２０１２年，获批５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实验，１１项校级
大学生创新实验，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创新热情。同时，

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就是在研究创新性实验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升而完成的，形成了良性循环，达到了改革

的预期效果，这为坚持教学体系改革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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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课程学习效果调查结果

问卷题目 问卷选项及比例／％

在实验课中，你认为自己的实验表现怎样？
Ａ．积极主动，互相配合（８７．５６）　　Ｂ．当助手，被动操作（１１．３３）　　Ｃ．于己无
关，应付了事（１．１１）　　Ｄ．常缺课，不参与实验（０）

你认为实验课对学好本专业课程有多大帮助？ Ａ．非常大（７５．９３）　　Ｂ．较大（２０．７４）　　Ｃ．一般（３．３３）　　Ｄ．无（０）

你认为实验课对提高解决问题能力有多大帮助？ Ａ．非常大（５３．３７）　　Ｂ．较大（３５．５６）　　Ｃ．一般（１１．０７）　　Ｄ．无（０）

你认为实验课对提高创新思维有多大帮助？ Ａ．非常大（４２．９６）　　Ｂ．较大（４７．４１）　　Ｃ．一般（９．６３）　　Ｄ．无（０）

你认为实验课对毕业论文（设计）有多大帮助？ Ａ．非常大（５４．０７）　　Ｂ．较大（４３．７０）　　Ｃ．一般（２．２２）　　Ｄ．无（０）

你认为应用创新性实验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Ａ．选题（４５．９３）　　Ｂ．设计实验方案（２２．５９）　　Ｃ．数据统计处理（１２．２２）　
Ｄ．查阅英文资料（１０．００）　　Ｅ．实验仪器设备使用等问题（５．５６）

　　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应用创新性实验的一些问题，如在
应用创新性实验的最大难点上（见表３），学生反映的主要问
题依次是：实验选题（４５．９３％），设计实验方案（２２．５９％），
数据统计处理（１２．２２％），查阅英文资料（１０．００％），实验仪
器设备使用问题（５．５６％）。对于已习惯传统教学模式的学
生来说，完全独立进行实验选题和设计实验方案，有

６８５２％认为确实是最为困难的。此外，采用计算机处理较
多的实验数据，对１２．２２％学生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挑战。另
外，有１０．００％的学生认为，对于一些专业英语水平不高的
同学来说，查阅英文资料有些困难，有５．５６％的学生认为实
验仪器设备使用问题也是一个瓶颈，这是因为传统的实验教

学内容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一性实验，一般每次实验仅涉及一

两件仪器设备的使用，但是，应用创新性实验则会使用一些

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如啤酒发酵系统、焙烤设备、超临界ＣＯ２
萃取设备、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等，这些设备的使用需要学生

花费较多的时间才能掌握。

（四）关于实验任课教师的评价

在对实验任课教师评价的调查中，由表 ４可知，有
８５９２％的学生认为实验任课教师能够认真批改实验报告，
学生对“实验指导教师的工作态度”和“实验任课教师的教

学效果”的满意率分别为９６．２９％和１００％，说明学生对实
验任课教师的工作还是非常认可的，这主要与实验中心安

排教学经验丰富、科研功底扎实、有在研课题的高职称教

师负责任课有关。

此外，在学生适应这种新的教学体系和模式的过程

中，由于与实验指导教师的沟通交流较以前要多得多，一

些互动式、讨论式等多样的教学方式会在实验教学中经常

应用。有 ８５．５６％的学生认为与实验任课教师的关系融
洽，但仍有１４．４４％的学生认为关系一般，这需要在今后进
一步加强实验教师与学生的沟通。

表４　对实验任课教师的评价结果

问卷题目 问卷选项及比例／％

你对实验任课教师批改报告的看法 Ａ．非常认真（３２．５９）　　Ｂ．认真（５３．３３）　　Ｃ．一般（１４．０７）　　Ｄ．不认真（０）

你对实验任课教师总体的工作态度是否满意？ Ａ．很满意（７２．９６）　　　Ｂ．满意（２３．３３）　　Ｃ．一般（３．７０）　　 Ｄ．不满意（０）

你对实验任课教师总体的教学效果是否满意？ Ａ．很满意（６８．８９）　　　Ｂ．满意（３１．１１）　　Ｃ．一般（０）　　　　Ｄ．不满意（０）

你对实验任课教师与学生关系的看法 Ａ．非常融洽（３６．６７）　　Ｂ．融洽（４８．８９）　　Ｃ．一般（１４．４４）　　Ｄ．不好（０）

　　（五）进一步改革的设想
１．提前安排好试验时间
对于需要反复观察结果的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让学

生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规划，在实验教学网络信息平台选择

适合自己的不同时间及形式来完成。

２．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综合设计性与创新性实验
在实验类别上，继续减少验证性实验的比例，适当融

入新的实验方法与技术，增加综合设计性与创新性实验的

比例，特别要注意实验内容的相互衔接，循序渐进来提高

实验的难度。把《食品工艺学》、《食品实验设计与统计分

析》、《食品分析与检验》、《食品感官评价》、《食品微生物

学》等课程知识进行综合的运用，完成食品工艺实验、成分

分析、质量检验等实验内容。学生可以采用一些新的实验

方法与技术，对自己开发试验的产品进行成分测定和进行

感官评价、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等方面的质量检验。加

大对综合性实验的介绍力度，让学生很清醒地意识到综合

性实验相对普通实验所做的改进与提高，使这部分学生能

够更好地、积极主动地完成综合设计性实验，引导学生进

行研发创业实践。

３．进一步加大对青年实验教师培训力度
推行新的实践教学体系，需要涉及到大量新知识、新

技术，这要求实验指导教师不仅需要掌握本学科前沿知识

和较高的实验技能，还要求指导教师具有创新精神。因

此，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对没有工程实践经历的青年教师培

训力度，从整体上优化实验教师队伍。

三　结　论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优化后的实践教学体系整

体情况令人满意。但是，仍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

改革和探索。通过调查，了解了学生对新的实践教学体系

的真实感受、体会和收获，有利于我们在今后的实验教学

工作中做出更有针对性的改进和完善，真正培养食品科学

与工程专业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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