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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理念的应用型本科院校食品工程
生产实践案例教学体系构建

黄业传，简清梅，张喜才*，朱德艳，陈清婵，易庆平

（荆楚理工学院 生物工程学院，湖北荆门 448000）

摘　要：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教学理念已成全球共识，也是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之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定位服务地方产业，培养当地产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案例教学是一种让学生积极主动参

与课堂、提升教学效果的有效方式。在食品科学与工程领域，绝大多数案例教学均与食品安全事件有关，而生产

实践类案例教学较为缺乏。作者及团队成员在 OBE理念指导下，探索开发和实施食品工程类生产实践案例教学的

方法。为完善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在夯实学生基础知识的前提下，继续引导学生在某一特定领域开展综合实

验、生产实习及毕业论文，打造“基础知识-案例教学-综合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一体化特色培养体系，进而提

升学生专业综合素质，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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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ase Teaching System of Food Engineering
Production Practice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Based on OB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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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teaching  concept  has  become  a  global  consensus  and  one  of  the  core
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re positioned to serve local industries and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local industries. Case teaching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room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t present, in the field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ost
of the case teachings are related to some specific events such as food safety that have occurred, while there is almost no case
related to productive practice. The author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practical cases of food engineering prod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BE concept.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case teaching, on the premise of consolidating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they are  continuously guided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graduation  thesis  in  a  specific  field  to  create  a  characteristic  training  system  of  "basic  knowledge-case  teach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production practice-graduation thesi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cultivate high-level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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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OBE）教育理

念，又称成果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向教

育，20世纪 80年代由美国学者 Spady首次提出，是

一种以成果为目标导向，以学生为本，采用逆向思维

方式进行课程体系建设的理念，该理念也是工程教育

认证三大理念之首[1−3]。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我

国全力推进“新工科”建设，旨在培养工科学生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4]。2019年，教育部“六卓越一

拔尖”计划 2.0启动，提出了卓越工程师培养 2.0计

划，这就需要对传统工程教育进行改革，改变单一形

式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教学模式，让高等教育回归常

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5]。2015年，教

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出台了《引导部

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

确指出地方院校应服务地方产业，为当地产业培养急

需的应用型人才。面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食品工

业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和新挑战，高校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迫切需要以新工科与工程认证

标准为导向，加速人才培养改革[6]。

案例教学是一种基于实践经验的探索性教学模

式，改变了传统以书本为中心、从概念到概念的做

法，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促进学生开展

自主性、合作性、研究性及探索性学习，已成为培养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7]。作者曾在食

品专业本科课堂进行案例教学试点，教学效果确实胜

过传统教学模式。但是，目前食品专业相关案例主要

集中在食品安全领域，而与实际生产相关的案例教学

资源资料不足。因此，本教学团队基于 OBE理念，

以食品工艺相关课程为基础，开发了 10个生产实践

类案例，并以案例教学为中心，构建“基础知识—
案例教学—综合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一体化

特色培养体系，以提高学生解决生产实践问题和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1　我校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途径
作为一所地方本科院校，荆楚理工学院定位为

“高水平有特色的应用型大学”，学校十分重视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响应乡村振兴和区域战略需求，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进行了“三引领、

三结合、三提升”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紧密对接湖北省 5个万亿级支柱产

业之一——现代农产品加工，围绕荆门市“4211”现
代产业发展格局，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这一主导产

业。目前食品加工行业急需能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

工程人才[8−9]，在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

食品科学与工程考研室制定了本专业高水平应用型

人才培养途径，组建“金龙泉”班、“正大”班等特色

班，与企业进行协同育人，构建四层次五模块实践教

学体系，实行双导师培养制，全面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水平，旨在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人才培

养途径如图 1所示。

应用型人才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案例教学法已经在国内外被证明是提高学生应

用能力的有效教学方法[10]。在“三引领、三结合、三

提升”人才培养途径的基础上，食品科学与工程教学

团队尝试将案例教学法引入到课堂改革中，特别是通

过生产实践类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

 

立德树人 学生发展“三引领三结合三提升”食品工程人才培养

响应乡村振兴和区域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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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途径

Fig.1    Approaches to cultivating high level applied talents in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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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决策管理的能力，努力打造以案例教学为基础的

“厚基础—宽口径—求创新—重实践—强能力”特色

培养途径。 

2　案例教学在工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及食品

相关专业的应用现状
案例教学是一种通过模拟或重现现实生活与生

产中的一些场景，让学生把自己纳入案例场景，通过

讨论或研讨进行学习的一种教学方法[11−12]；是传统知

识观、师生观和教学观的重构，师生共同组织课堂、

平等分享观点，在开放式的课堂中实现对知识的共

创[13]。案例教学和教学案例区别很大，教学案例仅是

说明某一问题的教学材料，仍以教师授课为主体，学

生被动接受；而案例教学是用于培养学生能力的一种

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并融入

其中的角色，能引起群体思考，而教学案例只能引起

个体反思[14]。哈佛商学院对案例教学的应用享有盛

名，用这种方法培养出大量工商界骄子，使得案例教

学风靡全球[12]。在新工科建设“新技术、新业态、新

产业、新模式”背景下，本科教学改革无疑成为最关

键的一环。案例教学主要用在商学、管理学、法学和

医学等学科，而在工科中应用明显偏少，因与文字型

案例不同，工科案例开发涉及具体工程技术问题，开

发成本相对较高，完整案例获取较难；另外，部分教师

工程背景较弱，实践经验不强，对案例教学也不熟

悉[15−16]。工科学生在本科阶段往往没有太多机会参

与复杂工程实践活动，难以理解工程实践中的具体问

题。因此，若能在工科教学中引入生产实践类案例教

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和灵活

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食品相关专业的教学中，已有的案例教学基本

是以典型食品安全事件为基础组织的文字性案例，主

要涉及《食品安全学》《食品标准与法规》《食品添加

剂》等课程，目前主要是在农业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

领域进行了试点，全国约有 50个左右的案例入选国

家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其中也包括作者的一个案

例《食品标签未标注专用名称（重瓣红玫瑰）》。而与

实践或生产相关的案例很少，目前可查询的有功能性

食品 [17]、畜产品加工 [18]、食品微生物 [19]、发酵工

艺[20] 等课程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均只在课程教学中

实施，很少有实践操作，案例来源单一、综合性不足，

对学生的锻炼不够全面。

作者及教学团队成员在前期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对企业和毕业生走访时，多数企业反映从我校招聘的

学生勤奋踏实，专业基础知识掌握较好，但解决实际

生产问题的能力较欠缺，所学知识不能进行灵活运

用，部分毕业生也建议要加强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因

此，本教学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从生产实践中

提炼出一些技术难题，并结合相关专利、论文、教师

科研、厂家解决方案，开发系列案例教学资源，通过

案例教学的实施，引发学生思考，通过自主查阅资

料、讨论、辩论等环节后制定解决方案，并将方案完

善后进一步延伸到综合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等

环节，以培养具有较强解决实际生产问题能力的高水

平应用型人才。 

3　OBE理念下食品工程生产实践类案例教学

体系的设计思路
OBE理念的核心是学生中心、成果导向和持续

改进[21]，图 2为食品工程生产实践类案例开发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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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OBE理念的案例教学设计思路

Fig.2    Case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OB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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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以看出，案例开发过程中充分践行了这三大理

念。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能更加积极主动学

习，培养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使学生毕业后基本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生产问题，

并具有较强的查阅资料、语言表达和团队协作能

力。基于国家、社会、行业需求、学生自我发展需

要，和学校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导向，设计了以

五门专业课程为核心的“基础知识—案例教学—综

合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案例教学体系，在案

例教学前引导学生掌握好相关理论基础知识，案例教

学后通过综合实验、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对知识点

加以巩固，并能灵活运用。每一次案例教学后，基于

教学效果、测评结果和学生问卷，团队成员集体讨

论、并对案例修改完善以持续改进，进一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案例设计过程中充分体现反向设计、正向施工

的理念，以真正培养出国家和行业需要的高水平应用

型人才，学生也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案例实施过

程中，强化个性和需求教育，打造产出为主的教学模

式；在教学内容、资源、活动、支撑、评价等方面达到

有机结合，形成多维度的案例教学模式，促进学生深

度学习，真正增强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高

阶学习目标[22]。

通过 OBE和案例教学两种理论的融合，为学生

创造了多元、包容、开放的学习环境，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同时也能促进教师的专业成

长，提升课程教学效果[23]。 

4　食品工程生产实践类案例教学实施途径
好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关键，案例应具有典型

性、真实性、实用性、完整性、启发性等特点，既能覆

盖足够多的知识点，又不能过于复杂而超出学生所学

知识范围，还能提供足够的研讨与思维空间。作者及

教学团队选择与生产实际结合最紧密的 5门工艺类

课程，分别是《粮油工艺学》《果蔬工艺学》《肉制品工

艺学》《软饮料工艺学》《发酵工艺学》，每门课开发

2个案例，具体见表 1。这些案例不仅是国内外研究

的热点，也与开发者日常的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紧密

相关。案例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做到“1234”：每位

同学至少上台主讲 1次组内解决方案（共 10个案

例，每个案例 5~6人主讲，我校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

专业每届 50~60人，每位同学均有 1次上台机会）、

2次主导制定解决方案（每个案例分组制订 10个左

右解决方案）、3次讨论时主题发言（每个案例讨论发

言人数约 15人）、4次参与实践方案实施的综合性

实验（每个案例均有相关综合性或设计性实验，要求

每位同学至少选做 4个，自己主导制定方案的 2个

原则上必选）。案例教学的具体实施途径如图 3
所示。 

4.1　打牢工艺课基础

在上述五门工艺课的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

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相关产品的

加工原理，在此基础上熟悉代表性产品的加工工艺，

特别是一些重点工艺参数的确定、高新技术在加工

中的应用等，并通过实验、作业、课程论文、考试等

方式对学生掌握情况进行测评。如《肉制品工艺学》

腌制章节，在学生理解腌制原理、方法的基础上，重

点掌握亚硝酸盐在腌制中的作用及发色机理，以及亚

硝酸盐的安全性，并了解国内外对亚硝酸最新的一些

研究进展。 

4.2　案例的开发和案例教学的实施

以《肉制品工艺学》的“中式肉制品加工中亚硝

酸盐的替代方案”为例说明。亚硝酸盐在肉制品中作

用很大，但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很多生产者和研究者

都在寻求替代方案，也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之

一。积极推进科研成果进课堂是提高课程内容学术

水平、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举措[24]，作者近十年对

肉制品中亚硝酸盐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主持了相关的

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发表相关论文多篇，申报专利

多项，为案例开发打下了良好基础。

案例开发前，作者及教学团队成员到多家肉制

品加工企业进行了走访，既有中粮集团等大企业，也

有当地中小企业。案例开发过程中对文献、新闻报

道等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并融入课本上相应的知识

点、最新文献[25−27]、专利及教师科研成果，分别撰写

案例正文和案例指导书，其中案例指导书包括了教学

目标、案例教学前的准备工作、案例分析要点和教学

组织方式；除了正文和指导书，还包括配套的 PPT、
视频等。初稿完成后，送国内相关专家进行评审，并

广泛征求企业、教学团队、科研人员、学生代表的意

见，在此基础上修改与完善。

案例撰写完成后，在课堂进行应用，步骤为：任务

布置—资料发放—课下分组查阅资料并制定分组解

决方案—课堂讨论与辩论—教师梳理（融入相关知识

点、最新文献、专利及教师科研）—学生提问—观看

相关视频—总结。案例教学时长 120 min，其中第

1次课介绍案例背景，并发放相关案例资料，要求学
 

表 1    食品工程生产实践类案例

Table 1    Food engineering production practice cases

肉制品工艺学 果蔬工艺学 粮油工艺学 发酵工艺学 软饮料工艺学

案例1：中式肉制品加工中亚
硝酸盐的替代方案

案例1：果汁后浑浊原因
解析与控制措施

案例1：油脂食品加工中降低反式
脂肪酸的新工艺方案

案例1：传统发酵豆制品中生产
中低盐化发酵方案

案例1：借助AutoCAD软件优化
“谷之初”饮料工厂设计探索

案例2：中式肉制品货架期延
长方案

案例2：蔬菜罐头保脆与
护色的综合措施

案例2：酥饼生产及贮运中降低酸
败的绿色解决方案

案例2：果酒酿造中增香工艺的
解决方案

案例2：柑橘类果汁苦味物质脱
除的工艺改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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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课后了解亚硝酸盐在肉食品中使用的相关法规、

标准和要求，在充分查阅资料并小组讨论的基础上，

组内设计一个降低腌腊制品中亚硝酸盐含量的方案；

第 2次课首先学生分组讲解制定的解决方案并讨

论，然后发放正文及其他资料，教师进行点评、课堂

提问、讨论、讲解、梳理，并播放相应的视频，展示相

关产品。要求各组课后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解决方案，

准备在综合实验中实践操作。

案例应用结束后，进行效果测评，一是学生问卷

调查，对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并

提出改进意见；二是在期中或期末测验时，对相关知

识点进行针对性考查；第三是在毕业生追踪调查时，

问询案例教学对实际工作的收获。通过案例教学的

实施，绝大多数学生都表示拓宽了视野，增加了学习

兴趣，对相关知识点的记忆更深刻，理解更到位。每

学期根据测评效果和学生意见对案例进行完善，做到

持续改进。 

4.3　在实验室进行综合实验

传统的综合实验是在专业课结束后毕业论文前

进行的一些以产品开发为主的实验课程，由于多数实

验方案事先已制定好，学生能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

空间较小，特别是对“使用现代工具”、“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科学研究”、“团队和个人”等方面训练较

少，难以支撑“新工科”理念和工程认证标准[28]。

案例教学中各组制定的组内解决方案，经指导

老师评阅和修改后，在综合实验时进行实践操作。以

“中式肉制品加工中亚硝酸盐的替代方案”案例为

例，要求学生分组制定一个腌腊肉制品中亚硝酸盐的

替代方案，经完善后进行实验，并与传统方式加工的

产品进行品质对比，特别是比较替代组与对照组产品

在色泽、质构、风味、安全性等方面的差异。实验完

成后，各组对产品进行展示、交流，效果不太好的组

进行问题分析。在此过程中，学生灵活运用专业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既巩固了腌腊制品的

加工工艺和品质评价的方法，也开始尝试独立探究并

解决实际问题。 

4.4　在相关企业进行实习

生产实习时，联系的实习单位覆盖五门工艺课

的方向，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尽量安排学生到

其参与了组内方案制定和综合实验的领域，并在实习

中进一步提炼生产实践问题。主要参与亚硝酸盐案

例的同学被安排在荆门特色肉制品，如蟠龙菜、风干

鸡、排骨香肠、酸肉等生产的 3家企业。这些企业的

主打产品均为传统地方特色肉制品，深受消费者喜

爱，但同时产品也存在某些品质上的不足，部分同学

在实践中提炼了企业的生产技术难题，并在后期进行

深入研究。 

4.5　通过毕业论文继续进行研究

部分同学在企业提炼的生产实际问题，与指导

老师讨论后在毕业论文中进行深入研究，并聘请企业

技术负责人作为校外指导教师，如 2019级两位同学

在实习时了解到蟠龙菜配方单一、保质期不长、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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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产实践类案例教学实施途径

Fig.3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for production practice ca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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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包装后易变形等问题，他们在毕业论文中以此进行

研究，经指导老师改进后，部分研究成果得到了企业

的认可和采纳；另一位同学在当地一家腊肉生产企业

实习后，以自己案例教学时的初步设计方案为基础，

进行毕业论文的研究，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成功

为企业提高了腌腊肉制品的发色效果；还有一位同学

在老师指导下为企业解决了腌菜护色和保脆的问题。

经过前期案例教学、综合实验、生产实习的铺

垫，部分同学真正对研究产生了兴趣，在毕业论文和

后续研究过程中找到了乐趣，也真正体现了自己的

价值。 

5　生产实践类案例教学的效果
通过打造“基础理论+案例教学+综合实验+生产

实习+毕业论文”的模式，旨在培养学生在某一个领

域能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毕业后能胜任相关工

作。该教学模式实施后达到的主要效果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5.1　课程教学方面 

5.1.1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案例教学实施以

来，明显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后学

生能自觉分组查阅资料、讨论问题，主动联系老师咨

询和讨论问题的次数明显多于以前。相比较往年未

实施案例教学的班级，课堂主动发言比例提高了

30%，问卷调查显示，有 38%的同学表示学习兴趣显

著提高。同时，学生也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增强了自信心，在后面的学习中

更加努力和积极，使课程教学效果持续改进和

提高。 

5.1.2   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教师将案例与生

产实践结合起来，生动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把抽

象的知识具体化，使学生从具体的感性认识中去把握

抽象的理论知识，从而深化对所学知识的认识，激发

学习兴趣，真正做到体验式教学，实现师生互动，教与

学的同步[29]。从近三年的学评教来看，课堂满意度上

升了近 20%，实施案例教学的课堂排名均在前 20%。

案例教学全面实施以来，学生平均成绩稳步提

高，如《肉制品工艺学》实施案例教学后，学生平均成

绩比以前提高了 3~4分，80分以上同学占比提高了

10%。 

5.2　教师方面 

5.2.1   有利于提升教师教科研水平　通过案例教学

的实施，督促教师进一步加强学习，结合生产实际问

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以研促教，将自己的科研、

社会服务有效融入到案例教学中；从实践中来，到实

践中去，更好地从实践中提取教学素材，教研相长，提

升教学科研水平。 

5.2.2   有利于提升教师服务社会的能力　教师在案

例开发过程中，经常深入企业，也更多地了解到企业

的需求，并开展合作科研，案例教学实施以来，教授、

博士深入企业的次数为之前的 2倍左右。据统计，

近两年本专业教师横向项目经费进账、与企业合作

申报项目、科技成果转化、联合申报专利数均比以前

大幅提高；另外，为荆门本地企业解决多项技术难题，

较好地践行了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宗旨。 

5.3　学生方面 

5.3.1   学生学习成果更加丰硕　案例教学全面实施

以来，学生论文、专利、竞赛获奖等成果均明显多于

以前，更是以此带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使本专

业连续三年考研率均位于全校前列。 

5.3.2   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增强　案例教

学中，给学生创设生动、逼真的情境，让学生了解生

产实际的一些难题及解决办法，提高灵活运用所学专

业知识的能力，锻炼和提高学生文献查阅、语言表

达、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据统计，有 70%~80%的同学

在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选题时都会选择自己主导过

的案例、提出解决方案并进行了综合实验，相对于未

经 5个环节闭环训练或前几届学生的毕业生论文，

50%以上同学的毕业论文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克莱

姆森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参与过全程产品开发课程的

食品专业学生在产品开发知识和技能方面显著高于

未全部参与的学生[30]。 

5.3.3   学生就业质量提高　近三年来，本专业学生就

业率一直高于 90%，位居全校前列；另外，就业质量

明显提高，部分学生主动留在进行实习的企业，得到

企业重用，也有更多的学生留在湖北、留在荆门服务

当地经济建设。从近两年毕业生调查的数据来看，无

论用人单位还是学生本人均对培养效果予以充分

肯定。

因此，案例教学全面实施以来，学生无论是基础

知识、知识面、创新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得

到提高，真正达到了厚基础、宽口径、求创新、重实

践、强能力的预期目标。 

6　结论与展望
在 OBE理念下，进行食品专业生产实践类案例

库资源建设，并以案例教学为中心在前后环节进行延

伸，形成“基础理论+案例教学+综合实验+生产实

习+毕业论文”的特色教学模式，培养和增强学生解

决生产实际问题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达到“厚基

础—宽口径—求创新—重实践—强能力”的效果，为

在食品科学与工程领域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探索

了新的路径，也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工科人才培养提供

了可参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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