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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酵制品加工”课程作为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工业4.0时代，需要更加强调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目前该课程实验教学环节存在缺乏大

型工艺设备，易受场地限制，设备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影响实践教学效果。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实现这种混合教学模式，必须对发酵制品加工课程在数字化

教学资源建设及应用方面做深入研究和探索。本文阐述了以智慧职教为平台的工业4.0背景下“发酵制品

加工”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的设计思路、实施过程及应用，对提升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培养

出更多面向发酵食品行业一线需要的、实践技能强并有良好职业素养的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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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curriculum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and quality testing, 
the curriculum of “Fermented Product Processing” has strong applicability and practicality. In the 
Industry 4.0 era, more emphasis needs to be placed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
tive abilities.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curricu-
lum, such as the lack of large-scale process equipment, susceptibility to site limitations, and de-
layed equipment updates, which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al teaching.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this blended teaching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explora-
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in the fermentation product 
processing curriculum.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design ideas,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for the “Fermented Product Processing”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 4.0, which is based on smart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eaching ability,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culti-
vating more applied talents with strong practical skills and good professional literacy that meet 
the frontline needs of the fermented foo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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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以智能制造为核心，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

的广泛渗透，人类由此进入了工业 4.0 时代[1] [2]。如今我国农产品加工行业在向高质量、智能化方向发

展，对人才要求明显提高。另外，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以及教育部

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要求，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教育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

必然选择，是世界各国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是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力量[3] [4]。 
“发酵制品加工”作为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主要面向发酵食品企业一线的操作、生产管理、工艺优化、产品检验等岗位。目前该课程实验教学环节

存在发酵设备更新不及时，缺乏大型工艺设备，易受场地限制等问题，严重影响实践教学效果。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实现这种混合教学模式，必须建立丰

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并结合实践教学经验不断完善该教学资源库[5]。 
为此，我们秉持“课堂即车间”的理念，突出课程的实用性，坚持“以产促教、以产助教、产教融

合、产学结合”，针对学生学情、教师需求，结合本校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对于发酵制品加工课程在数

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及应用方面做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6] [7] [8]，从而培养面向发酵食品行业一线需要的

“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实践技能强并有良好职业素养的应用型人才提供参考。 

2. 整体设计思路 

(一) 对标工业 4.0，融入“三新”，重构数字化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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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发酵制品行业岗位要求，融入“三新”，以完成发酵制品加工的工作任务为目标，将工作过程

中具有特定职业能力的内容具体化，形成发酵制品加工教学项目，从而建立基于岗位要求导向的整体课

程设计与教学单元设计。 
(二) 建立“发酵制品加工”课程数字化线上资源 
基于重构后的教学内容，建立“发酵制品加工”课程数字化线上资源，包括微课、动画、视频、图

片、PPT 等，做好线上数字化教学试题库和习题库的准备，不同知识点设置不同内容习题，不同学习阶

段设置不同难度等级习题，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要求，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 
(三) 完善数字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数字化资源 
① 根据学生对现有的微课、视频、动画等资源的评价反馈，对资源进行重新整理，对利用率较低或

满意度较低的资源进行撤销或更新。② 探索融入课程思政数字化资源。 
(四) 基于智慧职教平台，开展“发酵制品加工”数字化教学实践。 
课前：推送预习资料，预习测评，微课视频等；课中：扫码点名、PPT 手机同步，限时测试、匿名

反馈、课堂弹幕；课后：复习测评，延伸阅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借助于手机终端和职教云软件

平台，实现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教学与管理，实时获取教学数据，实时了解教学效果，改变以往教

学数据滞后的现象。 

3. 实施过程 

(一) 发酵制品企业岗位调研 
设计调研表，内容详见表 1，利用麦客表单这一平台制作问卷链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岗位调研，

调研覆盖面更广泛，获取信息更全面。调研对象主要为发酵制品加工企业和从事该方向的毕业生调研，

根据收集到的问卷结果进一步对岗位需求和职业技能进行梳理。 
 

Table 1. Enterprise job survey form 
表 1. 企业岗位调研表 

序号 调研问题 

1 您所在的企业名称是什么？ 

2 您的岗位名称是什么？ 

3 您认为胜任岗位所需的最合适的学历应该是什么？ 

4 您认为可胜任岗位的专业有哪些？ 

5 您认为一个刚刚开始从事工作的人，基本胜任该岗位工作需要多长的时间？ 

6 为完成岗位的工作要求，您认为应该具备的基本层面的知识涉及哪些？ 

7 您认为具有什么能力的人能更好的胜任该岗位？ 

8 为完成岗位的工作要求，您认为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专业知识是什么？ 

9 为完成岗位的工作要求，您认为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10 请列举您目前岗位工作中用到的主要生产设备 

 
(二) 重构课程内容 
针对调研结果开展探究和讨论，将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融入课堂教学，对接发酵制品加工企业

岗位完善发酵制品加工课程内容和课程设计，并根据真实岗位操作流程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构，重构后内

容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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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urriculum content 
表 2. 课程内容 

项目名称 任务内容 

项目一 发酵制品绪论 
任务一 发酵食品基本知识 

任务二 拓展阅读 

项目二 啤酒的酿造 

任务一 啤酒概述 

任务二 麦芽制作 

任务三 麦汁制备 

任务四 啤酒酿造工艺 

项目三 葡萄酒的酿造 

任务一 葡萄酒概述 

任务二 葡萄酒制备工艺 

任务三 葡萄酒质量控制及品质鉴定 

项目四 黄酒的酿造 

任务一 黄酒概述 

任务二 黄酒酒曲制备 

任务三 黄酒酿造工艺 

任务四 黄酒质量控制及品质鉴定 

项目五 白酒的酿造 

任务一 白酒概述 

任务二 白酒酒曲制备 

任务三 白酒酿造工艺 

项目六 乳制品发酵生产技术 
任务一 发酵乳概述 

任务二 酸乳生产工艺 

项目七 食醋生产技术 

任务一 食醋概述 

任务二 固态法酿醋工艺 

任务三 液态法酿醋工艺 

项目八 酱油发酵生产技术 
任务一 酱油概述 

任务二 酱油酿造工艺 

项目九 发酵蔬菜及肉制品 

任务一 腌渍食品 

任务二 食品发酵保藏 

任务三 腌制方法与控制 

 
(三) 数字化资源建设 
1) 教学课件建设 
根据重构后的教学内容对课件进行同步更新和完善，并将其中的文字内容进行简化和凝练，插入更

多企业实拍图片、原理动画、操作小视频等，与文字内容相结合，使其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使教学内容能更好地服务学生，更好地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作用。重点制作了 10 个

PPT 课件，且每个课件不少于 30 张 PPT，确保内容的完整性(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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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ource content of PPT 
表 3. PPT 资源内容 

序号 资源名称 

1 PPT 课件 1：发酵制品加工绪论 

2 PPT 课件 2：酒类概述 

3 PPT 课件 3：啤酒的酿造 

4 PPT 课件 4：葡萄酒的酿造 

5 PPT 课件 5：黄酒的酿造 

6 PPT 课件 6：白酒的酿造 

7 PPT 课件 7：乳制品发酵生产技术 

8 PPT 课件 8：食醋生产技术 

9 PPT 课件 9：酱油发酵生产技术 

10 PPT 课件 10：发酵蔬菜及肉制品 
 

2) 视频、微课类教学资源整理和制作 
《发酵制品加工》是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的一门专业技能课程，程属性为 B 类，是农产品加

工与质量检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针对发酵食品企业主要岗位而设定的课程，对岗位核心能力建设具

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课程内容需要与企业实际工作岗位相结合，因此视频、微课类资源的制作可以结合

企业生产相关案例、SOP、不同岗位的关键技能点等，有利于对高职学生相关技能的培养，更好对接企

业真实岗位需求。将这些制作好的视频、微课资源上传到智慧职教平台，也可以做到人人可学、时时可

学，拓宽了课程知识覆盖面，拉长了学生学习时常，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以及知识技能的传授。共制作

了微课、视频资源 13 个，包括整课说课视频、单元说课视频、必要的操作演示视频、基于知识点和技能

点的微课等，时间为 8~10 分钟，方便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表 4)。 
 

Table 4. Resource content of Microcourse 
表 4. 微课资源 

序号 资源名称 

1 视频 1：发酵制品加工说课(30 min) 

2 视频 2：啤酒酵母的扩大培养 

3 视频 3：微生物的酒精发酵作用 

4 视频 4：啤酒质量品评 

5 视频 5：酸奶的酿制 

6 视频 6：甜酒酿的制作 

7 视频 7：甜酒曲中糖化菌的分离 

8 视频 8：酸奶的品评 

9 微课 1：发酵制品的定义及分类 

10 微课 2：白酒的酿造 

11 微课 3：酒曲的定义及特点 

12 微课 4：啤酒加工中糖化的方法与特点 

13 微课 5：酒花种类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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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画类资源的制作 
《发酵制品加工》课程的培养目标是面向一线发酵相关岗位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因此必需熟悉生产

现场设备的结构、原理、操作等。大型设备的缺乏，使学生对这方面知识技能的学习存在较大阻碍，成

为学生学习较难理解的知识点，针对这些难点，可以开发制作三维动画、交互动画等，如图 1 所示为“常

见的过滤设备及特点”，图 2 为发酵罐的原理和结构。通过这些动画来展示设备的内部结构，从而让学

生对设备的认识、原理的理解更加形象生动，大大提高了学生对于发酵相关设备原理、结构的理解能力，

提高学习质量和教学质量。 
 

 
Figure 1. Filtration equipmen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图 1. 常见的过滤设备及特点 

 

 
Figure 2. Principle and structure of fermenter 
图 2. 发酵罐的原理及结构 

 
4) 课程思政数字化资源建设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纲要中指出，“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进行多

维度深入挖掘专业课的思政元素，成为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基于信息化教学的思政教育

研究显示，建设数字化课程思政资源至关重要，方便教师有机融入课程教学。挖掘思政元素，撰写思政

案例并拍摄了部分思政案例视频，形成专业课课程思政数字化资源，如在“葡萄酒的酿造”这一项目中，

通过展现中国葡萄酒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让同学们认识到中国坐拥优越的风土环境，多样化的产区风格，

是极具潜力的重要葡萄酒产国，从而让同学们“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在“白酒的酿造”这

一项目中，通过讲述白酒酿造复杂的工艺酿造过程，让同学们了解酿造过程中原辅料比例、原料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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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期、蒸馏过程中摘酒时间的把握、基酒的存储干预等，都需要酿酒匠人们丰富的操作经验、过硬的

技术做保障，体会从万粒粮变成一滴酒的不易，明白“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的匠心精神。 
5) 建设数字化教学课程试题库与习题库 
基于重构后的教学内容，对不同知识点设置不同内容习题，不同学习阶段设置不同难度等级习题，

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要求，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同时将题库分知识点上传至基于智慧职教

平台，建立线上习题库，平台数据显示，测验和作业次数共计 23 次，参与人数 106 人，作业和习题总数

1017 道。这样保证了学生可以随时检验学习效果，设置通关分数，让学生有闯关游戏体验，提高学习兴

趣。 

4. 基于智慧职教平台，开展“发酵制品加工”数字化教学实践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借助于手机终端和职教云软件平台，实现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教学与

管理，实时获取教学数据并分析。线上课程视频资源共计 44 个，学生参与数 107 名，通过将数字化资源

与智慧职教平台相结合，有效提高课堂效率，增加学生参与度，通过线上平台共发布线上线下活动 152
次，学生参与累计次数为 3024 次，有效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一) 课前线上预学 
课前老师通过智慧职教平台发布学习任务清单和相关的数字化资源内容，指导学生进行有效课前预

学，学生通过手机端或网页端领取学习任务，明确下节课学习内容，利用线上数字化资源进行学习，合

理规划课余时间提前学习新知，并要求他们完成课前测验，提高学生时间规划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老

师可根据学生预学情况和测验结果，有效分析学生学情，明确教学重难点，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教学设计

方案，选择更合适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解决重点、突破难点，达成教学目标。以“酿酒葡萄的验收”

为例，课前通过智慧职教平台发布任务清单，要求学生下载并阅读葡萄酒工艺仿真软件操作手册，观看

工厂的酿酒葡萄验收视频，回答问题：酿酒葡萄的验收流程是什么，并完成“酿酒葡萄的验收闯关测试

题 1”，老师根据结果进行学情分析，确定教学重点为酿酒葡萄品种及适用的葡萄酒种类，酿酒葡萄验

收的常规指标及检测方法；难点为酸度和糖度的测定。 
(二) 课中线下实操 
以“酿酒葡萄的验收”为例，老师抛出古代描写葡萄酒的诗句，引出葡萄酒的酿造这一项目，再对

葡萄酒标签中出现的酿酒葡萄名称进行提问，以问题导入的方式提高学生兴趣，引入新知“酿酒葡萄的

验收”。针对课前预学中出现问题较多的知识点进行重点讲解，并结合视频、动画等数字化资源引导学

生自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理念，老师最后总结酿酒葡萄验收任务

的重点和难点。学生分组按照标准操作流程进行酿酒葡萄验收这一任务的实操。操作过程中，学生通过

手机支架，利用手机对整个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得到学生的实时录播视频，形成学生的操作视频，并在

拍摄完成后上传至老师创建的学生操作视频库，老师对操作视频中出现的典型错误操作进行整理，上传

到智慧职教学习平台，形成错误操作案例的数字化资源库，这些案例作为教学资源可以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学生完成操作后，将结果上传至智慧职教平台，课堂进行线上实时自评和互评，老师展示有问题

的结果，同学们分组讨论，进行观点阐述，老师点评，形成操作注意事项，最后学生将操作注意事项补

充到操作流程中，完成整项操作任务。 
(三) 课后线上巩固 
课后教师分两类将整理好的各小组操作视频上传到智慧职教平台中，一类为规范操作数字化视频资

源，供学生进行课后知识巩固，另一类为不规范操作节选数字化视频资源，要求学生写出不规范操作点、

正确操作方式及如何在操作中避免这类不规范操作，引发学生积极思考，在纠错中巩固关键操作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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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平台对学生进行多维评价，学生通过评价结果找出自己与他人的差距，明确今后学习需要努力的

方向，老师根据评价结果，可为学生推送个性化知识和技能补充[9] [10] [11]。 

5. 总结 

在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专业课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发开和实践探索是教学改革的必经之路。要想

更好实现职业院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优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是根本，结合企业真实岗位，联合企业共

同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是形成优质化教学资源的重要途径。优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还应根据新工艺、新

技术、新标准、新设备等不断进行内容更新。资源建设的目的是应用，优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还要与信

息技术进行有机结合，探索信息时代课堂教学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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