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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将成果导向（OBE）的教育理念应用到食品包装学的教学中，提升食品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达到工程认证对学生工程能力的要求。方法 紧扣专业培养目标，围绕课程教学目标定位，探索

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方法。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为驱动，针对课程目标设计教学方法和课程考核。结果 优

化课程教学内容，明确课程教学目的，在教学过程中应用项目驱动教学、分组讨论教学、虚实结合教学，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考核过程量化处理，注重过程考核，实现教师、学生多元化考核体系。

结论 运用 OBE 的教学理念，使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意

识，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实现毕业要求指标点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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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and apply the concept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to the teaching of food pack-
ag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food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cer-
tification for students' engineering ability.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ethod of course teaching was explored by fo-
cusing o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target and course teaching target. Driven by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the teaching me-
thod and course assessment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target. The course content was optimized and the pur-
pose of course was defined. Th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was aroused through project-driven teaching, group discus-
sion teaching and combin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teaching.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iversified assessment system of teach-
ers and students, the assessment process was quantified and process assessment was emphasized. The students can obtain 
the ability to"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OBE teaching concept, which improves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ourses and provides support to achieve 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by cultivating students' awarenes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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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高等教育自建国以来培养了数以千万计

的专业人才，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

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

方向发展，工程教育是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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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对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

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

已成为工程教育大国，工程教育在校生人数不断增

加。新工程技术、新产业、新经济体系对工程教育提

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该重视回归工程教育实践，重

视培养学生的基础工程知识和技能。 
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食品包装进入了新的

时代，人们对食品包装的要求越来越高。既要满足商

品贮运方便，也要促进销售的安全性和卫生性。食品

包装工程是系统工程，包括机械工程、化学工程、

生物工程、包装材料工程、食品工程及社会人文工

程等领域 [1]。食品包装学涉及化学、物理学、机械

学、材料学、生物学、标准与法规和食品科学等方

面[2]。《食品包装学》是食品专业的限定选修课，课

程内容繁多，涉及食品加工的多方面知识，应用实

践性强，因此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和管理方

式不能满足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为达到食

品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适应社会对学生工程能力

的要求，食品包装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应随

时代的变化不断变革。 
以产出为导向，学生为中心的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理念已经在很多国家的高等工程教育中得

到了推行和实践[3—4]。OBE 的理念不限制学生的学习

和教师的指导方法，重视教学产出过程和结果评   
价[5]，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有效指导学生达到目

标成果为导向，学生反馈为驱动，持续改进教学过程

的组织形式和考核体系[6]。 
文中将 OBE 的理念贯穿食品包装学教学的每个

环节，通过改革课程教学体系，设置课程目标，探索

适合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创新思维能力、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为主，

培养食品包装领域的研发应用型人才。 

1  课程教学目标的制定 

渤海大学是一所地方性综合高等学校，该校食品

专业以培养服务地方，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创新创业能

力，在食品的贮藏加工、产品研发、技术应用等相关

领域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及行业骨干为目标。 
在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中，专业培养目标是

该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能够达到的职业和

专业成就的总体描述，课程是实现毕业要求的基本

单元[7]。课程教学目标在课程体系中的作用，课程对

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以及对支撑关系能否合理解

释，这些对课程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课程教

学目标与专业培养定位之间的关系。 
紧密围绕学校食品专业的培养目标，依据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标准（2020 版）的 12 条毕业要求，制定

符合工程标准的课程教学目标，同时，食品专业的课

程目标定位要与包装工程类、机械类专业有所区别。

基于 OBE 的理念，学生的预期学习产出先于教学内

容而存在[8]，根据企业反馈对不同岗位能力的需求，

毕业生的调查结果，经学校、行业企业专家多次论证，

授课教师充分了解食品行业的国内外发展趋势，设置

了食品专业的教学目标[9]。该课程教学目标与培养方

案目标的对应关系见表 1。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现代食品包装技术方

法，食品包装的基本知识，如纸、塑料、金属、玻璃

及复合材料的性能、应用和加工制造方法，以及相关

的包装设备和食品包装安全的基本知识；各类食品的

包装原理、包装材料、包装设备及方法等。在整个教

学环节中，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以包装基本理论知识

和技能为基础，通过小组讨论、自主设计等环节，以

项目工程案例分析为主线，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环节串联在一起[10]。通过智慧树信息化平台，提供自 

 
表 1  课程教学目标与培养方案目标的配置关系 

Tab.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se teaching targets and training program targets 

课程目标 专业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指标点 

掌握各类食品包装材料的性能、应用及加工

制造方法，能够根据食品特性选择合适的包

装容器和材料，开展食品包装材料的安全性

分析和评价。 

在食品的产品研发、工艺技术和食品设计等实

践中能够综合考虑法律法规、环境、社会、文

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1 工程知识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掌握包装食品流通过程中由于环境因素可能

发生的质变，包装对食品的微生物、褐变、

物性变化的控制，根据食品包装原理，采用

科学的杀菌方式，解决贮运过程微生物污染

问题。 

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工作经验，能够综合运用

食品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

解决在食品工艺、工程、质量控制、生产管理

等相关领域的技术问题，逐步成长为行业骨干

和高层次人才。 

2 问题分析 
6 工程与社会 

能够配合专业设计人员完成食品包装设计，

选择科学合理的包装方案，了解社会和企业

对食品包装设计的要求，熟悉项目设计过程，

遵守职业规范。 

具有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拥有

团队精神，具备良好的交流、协调、合作、竞

争和食品管理能力。 

6 工程与社会 
9 个人和团队 

10 沟通 
11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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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课程资源共享学习，以微信和 QQ 为在线互动

交流网络平台，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食品包装安全风险，解决食品保藏和贮运实际问题

的能力[11]。融合“食品工艺学”、“食品标准与法规”、

“食品贮运与加工”等理论和技术，培养学生分析解

决问题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终身学

习能力。 

2  课程教学过程的实施 

2.1  教学内容的优化 

课程的内容设计以毕业要求为依据，课程教学内

容要符合食品行业的发展，坚持教学内容紧随食品工

业发展的行业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根据 OBE 理念

的反向设计原则，先充分地调研市场，根据企业对工

程人才的需求、企业专家的建议[12]，经教研室集体讨

论，依据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课程体系。主讲教师在

满足课程目标的基础上，明确并细化教学内容和课

程，以及教学大纲、教学进度等信息后，再展开教学

工作。 
食品包装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内

容涉及面广，学时有限，需要优化教学内容。一方面

需要在教学内容上力争达到与其他课程的有机结合，

另一方面还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在食品工艺

学、食品化学、食品机械与设备、食品安全学、食品

标准与法规等课程中交叉的内容，按照教研室集体备

课和学生需求进行合理分配，通过对先修课程中重复

内容进行适当的删减和弱化，节省学生时间，提高学

习效率。 
现代食品的自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包装方式

不断涌现。在信息化和数字化教学背景下[13]，食品包

装的课程内容也应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培养具有工程

技术的创新和实践能力的专业培养目标，以工程教育

理念为导向，立足教学目标的达成，结合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课程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做到详略得

当，重点突出，避免重复。由此可见，该课程重点讲

授如何选用包装材料，以及各类包装材料的优缺点、

性能、应用范围。同时，教学应紧跟国际发展趋势，

不能仅局限于课本中的内容。重点对新式食品的包装

（如可食性包装、微波包装、速冻包装、自热包装等）

进行详细讲解，将包装的发展和制作工艺作为次要内

容，对传统包装材料（如纸类、塑料、金属、玻璃、

陶瓷等）只做简单介绍，食品包装的装潢设计等对该

专业学生来说，只要求能够了解设计过程，具有一定

的鉴赏能力即可。 

2.2  教学方法的改进 

工程教育提出了专业毕业的 12 条标准及其指标

点，在“广度”和“深度”上实现实质性全覆盖，在

教学过程中仅使用考试等传统的方式，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不高，很难达到因材施教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

教育理念。由此，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安排教学

内容，从浅入深，由易到难，按照内容特点采用不同

的课堂形式，比如采用综合灵活的情景教学、互助讨

论教学、启发式案例教学、递进式讲解教学、参与式

的项目驱动教学、网络虚拟课堂相结合等方式。 

2.2.1  项目驱动教学 

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储备军，是人才的中坚力

量，我国已经迈入大众创业时期[14]。该课程可以作为

赛前预热项目，与不同层次的职业技能大赛、创新创

业技能竞赛相结合。项目选题是项目驱动教学的关键

部分，按照 OBE 教育理念从预期成果出发，反向设

计内容。通过对市场上包装材料的筛选、观察、总结，

综合考虑自身的知识体系，选择具有一定挑战性和可

操作性的题目。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

和启发，将包装材料的选用、尺寸、外观设计与食品

的特性有机结合，把包装工程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内

化到整个项目的设计中，通过对食品包装的精心设

计，让食品包装的理论知识落实到实际应用中，加深

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每个项目由各小组独立完成，依靠团队协作来解

决实际问题，充分发挥每个人在团队中的角色和作

用，分工协作，环环相扣，避免单纯进行包装外观设

计的弊端，达到获得知识、能力和培养素质的目标。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细致的工作能力、严谨认真的

科学态度，使其深刻领悟包装在食品中起到的作用，

同时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安全、实用等因

素。构建融合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素养训练为一体

的课程教学过程。 

2.2.2  分组讨论教学 

目前，高校教师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

象，缺乏工程实际操作能力，工程基础薄弱[15]。随着

食品包装技术的飞速发展，只靠教师的知识体系是不

够的。应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鼓励学生大胆

设想。引入竞争机制，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可以

先设计几个议题，将食品包装问题引入课堂，引导学

生参与课堂讨论，布置课后作业，并进行调研。例如，

讲授儿童食品包装时，首先讲述儿童食品对包装材料

和工艺的基本要求；下一步，分组收集资料，从实际

生活出发，寻找儿童食品包装的应用实例，分析包装

的类型和特点，讨论儿童食品包装未来的发展方向；

然后分组写总结报告，并在讨论课上汇报成果，强化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关基础

知识和理论，并能够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激发

学生学习和从事相关行业的热情； 后教师进行总结

和指导。 
工程教育认证并不是让个别同学达到某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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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让全体同学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在小组学习中，

引导学生互惠互助，鼓励优秀学生起到带动作用，使

全员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遵循学习成果为导向，将

OBE 的理念贯穿课前、课上和课后的各个环节，构

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定期考核，鼓励和督促学生按时

按质完成任务。必要时，教师可以进行示范和评价，

实现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相

互共享、共同进步的理想状态。 

2.2.3  虚实结合教学 

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发展，课程已经不局限于只使

用幻灯片和传统黑板的教学方式，应充分利用互联网

的各种教学手段和资源，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需求。在超星、智慧树等平台建立线上课程，教师在

网络上发布教学内容和推荐教学资源，学生自己查询

相关资料进行学习，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机动性，

有利于教师进行督促和指导，保障学习的效果，从而

实现 OBE 的混合式教育。 
利用学校的虚拟仿真实验室，在食品工艺、食品

机械等课程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有意识地增加包装过

程设计。充分发挥直观教具在教学中的作用，收集具

有代表性的食品包装，鼓励学生多参加各类科技活动

展览，到企业参观，在生活中多观察。比如，塑料包

装材料从外观看，差异不明显、难以区分，单纯讲解

各塑料包装材料的化学组成或化学式，枯燥且难以记

忆，可以指导学生在生活中注意瓶底三角符号，以识

别包装材料，将抽象的化学符号具体化，增加实物和

图片展示，让学生直观地了解食品包装材料。 
引入案例教学，丰富课堂教学资源，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在课件中展示优秀的食品包装案例，让

教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包装的设计、应用和原理，根据

案例对难点进行剖析，改进存在的问题，分析此种包

装在行业发展的趋势和动态。 

3  课程评价体系 

课程评价体系界定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能否

有效实现课程目标。OBE 的教学理念注重对预期结

果的产出，要求采用全方位、全过程、多元化的考

核模式。根据课程目标，除了考查学生对知识和基

础技能的掌握情况，还要对知识运用、创新意识、

工程实践、团队协作、分析解决问题等能力进行全

方位的评价[16]。 
教师作为课程的引导者，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全

体学生的学习情况，注重过程考核，避免出现主观印

象分，进行公平公正的指导和评价，将考核过程量化。

实现以教师、学生多元化考核为主体，力争评价体系

能够体现学生学习的真实效果，以便学生作出自我评

价，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持续

改进，为后续工作和学习提供借鉴。 

该课程总成绩由期末考试、项目成绩、分组讨论、

平时成绩组成。期末考试（40%）主要考查对网络和

课堂教学中讲授内容的掌握情况，如包装学的基本概

念和基本知识等；增加案例分析的分值，比如在一定

时间内根据题干要求，设计一种食品的包装，从选材、

尺寸、加工性、成本、方便性和适销性等多角度进行

说明。项目成绩（20%）根据小组完成项目的情况，

采用组间互评、组内互评、专家和教师评审以及网络

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分组讨论（20%）则根据个人在

组内讨论的质量、次数、表达能力、分析问题等情况，

后综合形成讨论报告成绩。平时成绩（20%）由网

络上课和课堂讲授时学生的表现、出勤、回答问题积

极性等方面组成。 

4  课程改革效果 

基于工程认证驱动的食品包装课程体系改革，受

益学生达 800 余人，连续在 3 届食品质量与安全和食

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中实施，学生对学习食品包

装相关知识的兴趣浓厚，课程成绩优异，满意度较高。

实施课程改革后，该课程及格率为 98%，学生满意度

在 99%以上。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学生超过

1200 人次，其中与食品包装学课程相关项目共获批 8
项国家级、12 项省级、70 项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在“挑战杯”、“创青春”等全国性大赛中获奖

20 项，成绩斐然。 

5  结语 

食品包装工程领域发展迅猛，传统的教学模式无

法适应时代和社会对新工程人才的需求。在工程教育

背景下，基于 OBE 理念，对学习产出进行反向设计，

将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与

毕业要求相结合， 后以评价结果为依据，进行持续

改进。整个过程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作

用，将知识培养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培养学生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

求，将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培养学生终身学习

的习惯。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不断增加其知识储备

和能力提升，将来能够综合运用食品包装学的基本理

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在食品工艺技术等领域的技

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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