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重点课题$!编号"

8$"#bART$89

$+江苏大学高级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编号"

"'bTA"%&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

!重点课题$!编号"

bARR"%*$'#

$

作者简介!郭志明#江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通信作者!邹小波!

"&#9

&$#江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

"

/7=

<

J-,7M7

!

=

4

L51I=562

收稿日期!

8$"(*$"*"$

第
!9

卷第
(

期

8$"(

年
(

月
! " # $ %

!!"#$%&'()*+,

:7.5!9

#

;75(

<=

3

58$"(

!"#

"

$%&$'()*

'

+

&,--.&$%%'/)011&*%$1&%1&%>*

面向新工科的食品专业物理类课程群建设

支撑工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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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食品专业工程人才培养过程重科学轻工程的问

题$为培育新时期食品产业发展急需的创新型复合工程人

才$以新工科的全新视角探索食品工程人才的培养新模式%

在食品工程人才专业培养方案中$充分发挥食品物理类课程

群在工程人才培养过程的支撑作用$以物理类知识体系为主

线$从基础物理#工程物理#应用物理三个层面打造食品人才

工程教育课程体系$强化食品产业优质资源融入高校人才培

养#高校智力资源融入产业创新与创业的机制$激活产业与

高校之间共同创新#融通育人的生态系统%

关键词!新工科&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物理类课程&工程人

才培养&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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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涉及

农学(化学(物理(生物(机械等多个学科知识#是生命科学与

工程科学联通的重要桥梁%食品专业课程培养计划具有明

确的知识体系#三条知识体系主线分别为化学类知识体系主

线(物理类知识体系主线和生物类知识体系主线)

"

*

%每条知

识主线对应一个课程群#如化学主线对食品工艺学习起支撑

作用#而物理类主线对工程能力的培养起决定作用%食品科

学与工程在工科大学科中区别于机械(车辆等传统工科#一

般称为软工科)

8

*

#在食品的组分(结构(加工(检测(制造(生

产线设计等环节均需要物理类课程群的知识架构%因此食

品专业物理类课程群建设的创新发展是面向新经济时期食

品工程人才培养的内在驱动力%

江苏大学食品专业经过近
!$

年的发展形成了食品工程

装备的鲜明特色)

!

*

%在新工科与新经济发展背景下#探索食

品专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之路#直面产业需求#以能力为导

向#紧密跟踪技术前沿#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运用互联网
\

思维重构核心知识#多措并举(与时俱进#培养复合型(综合

性人才#主动面向未来#适应和引领新经济%国家推动创新

驱动发展#以人才培养为基本任务的高等院校必须面向未来

布局新工科建设)

9Z%

*

#高度重视工科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

%"8



设#探索多样化(个性化和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从食品

专业物理类课程群建设出发#合理设置和融通知识结构#体

现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创新培养食品高素质工程

科技人才%

"

!

食品新经济背景下食品工程人才可持续
性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截止
8$"#

年
"8

月#教育部专业数据统计#全国
8&'

所

高校开设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支撑健康中国
8$!$

(,中国制造
8$8'

-(创新

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和,互联网
\

-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及倡

议#食品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为特点$的蓬勃发

展#必然要求食品工程人才具备更高的工程创新能力和科技

创业能力#加快食品新工科专业建设#助力中国食品经济转

型升级%近年来#食品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规模化(集

约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食品工程高端人才需求量巨大#食

品工程人才的可持续输送面临巨大挑战)

#Z(

*

%深入开展食

品工程人才培养改革探索#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

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支撑食品产业经

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通过分析食品专业课程体系对工程人才培养的支撑作

用#可以发现食品物理类课程群对食品专业人才的工程能力

和工程素质的培养#特别是解决复杂工程能力方面起决定作

用#因此#食品专业物理类课程群建设与实践是食品工程人

才培养改革创新迈出的一大步%因师资队伍建设和实验室

建设等多方面原因#对食品专业的物理类课程有不同程度弱

化#如课程设置(实践环节设置(教学内涵(教学内容和形式#

以及具体载体(师资队伍等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学生工程能

力的培养)

&Z"$

*

%因此#食品专业的物理类知识体系的构建(

教学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及具体载体的建设(教学评价体系的

构建(师资队伍建设等#是面向新工科与成果导向教育!

]=F*

67+1*M,L1I1I=6,F-72

#

]U)

$理念的食品专业物理类课程群

建设与工程人才培养探索的主要问题)

""

*

%结合中国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发展趋势和江苏大学食品专业工程教育经验#

构建新工科导向的食品专业物理类课程群,新结构-#树立多

元协同(全周期工程教育(融通培养生态,新理念-#以应对食

品新经济与新产业背景下食品工程人才可持续性发展

的挑战%

8

!

以食品物理类课程群融通培养专业工程
人才新体系

85"

!

食品物理类课程群建设体系

在食品专业培养计划中#凸出工程人才的培养食品物理

类课程群建设#江苏大学食品专业培养计划以物理类知识体

系为主线#包括基础物理(工程物理(应用物理三个层面#如

图
"

所示#具体包括大学物理(电工与电子学(机械工程基

础(食品物理类(食品工程原理(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发酵

设备等%

食品专业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江苏大学在制定

和修订食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对食品物理类课程体系(

知识体系及教学实践等各方面进行合理性(有效性(适用性

进行了探索#以制定并完善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培养计划

等%另外#从技术层面来看#食品物理类课程群与时俱进#在

食品专业的工程教育教学过程中#有计划地对课程体系(知

识体系做出调整#把食品新技术(新装备不断加入到物理类

课程教学中#丰富和拓展学习内容#改革实践教学环节#让学

生学习到前沿的(有助于学生发展的技术与技能%

图
"

!

食品物理类课程群支撑食品专业工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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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物理类课程群支撑食品专业高等工程教育

在新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新工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等

工程教育%高等院校一方面需要主动布局专业课程与培养

体系建设#探索培养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专业工程人才)

"8

*

+

另一方面#要加快传统工科专业的转型升级#革新现有工科

专业的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而人才培养的方式(培养目标

以及毕业生所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需要新的人才

培养方案作为指导#在,新工科-背景下#江苏大学突出工程

基础教育#食品专业以食品物理类课程群教学改革为基本出

发点#建设新课程群支撑食品专业工程人才培养新定位%

围绕食品学科专业的新结构(新工科教育新理念(工程

人才培养新模式(多元发展的新体系(教育教学的新要求等

内容开展探索(研究和实践)

"!

*

%江苏大学充分考虑学生知

识学习(能力培养(工程素质和创新创业等不同要求#从基础

做起#努力构建支撑工程能力的食品物理类课程群建设#建

立模块化(组合式(开放型工程人才培养体系+体现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标准持续改进的要求#不断推陈出新#结合国家和

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水平#结合高等工程教育的办学定

位(办学优势与特色等#结合人才培养目标(服务面向和未来

发展#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增强

师生互动#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江苏大学在食品物理

类课程群建设的基础上#建设网络课堂和网上精品课程#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推进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形成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工程教育模式%

#"8

学术争鸣
!

8$"(

年第
(

期



!

!

以塑造未来的新工科理念构建食品工程
人才培养新模式

!5"

!

新工科理念下食品工程人才培养实践

江苏大学食品专业始终坚持,以工程为特色#以科研反

哺教学#工艺与工程并举-的办学思想#以物理类课程为抓

手#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食品专业

在培养模式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8$"%

年
%

月中国

成为第
"(

个: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

8$"#

年江苏大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顺利通过了由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和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联合组织的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也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之后首批通过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的食品专业%

食品物理类课程群建设的实践在工程教育评价中凸显

了学科特色与优势#同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持续改进的教

育理念对江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和发展具有积

极的引导作用%在工程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为助力中国高等

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新工科建设#教育部和高等工程教育界

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

)

"9

*

%江苏

大学食品专业不断丰富和完善食品装备特色#提升食品工程

人才培养质量#探索面向未来的食品工程人才塑造新模式%

!58

!

食品物理类课程群教学改革深化食品工程人才培养

模式

!!

食品科学工程专业与社会发展及民生需求紧密联系#是

一门面向食品工业的工科专业#需要学生具备较高的工程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食品智能制造的发展提供人力与智力

支撑%当前食品工程人才的培养无法满足食品工业高速发

展的需要#以食品物理类课程群教学改革推进食品工程人才

培养#以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新工科模式重塑食品工程人才培

养模式!图
8

$#提升中国食品科技水平#推进食品工业健康可

持续快速发展#让中国食品产业跻身于世界食品工业之林%

高等工程教育中食品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必须要适应新产业

和新经济的发展#迎接新理念和新模式的挑战#以食品物理

类课程群为工程人才培养主线#抓住食品工业调结构(转方

式(调动能的健康转型发展的机遇#探索一条食品专业工程

人才培养新思路%

江苏大学坚持科教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发挥食

品智能制造研究的优势#食品学科建设有国家农产品加工

技术装备研发分中心(农业部蔬菜脱水加工技术集成基地(

江苏省食品物理加工重点实验室(江苏省食品智能制造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食品智能制造装备工程实验室
'

个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建设有食品智能化检测与加工

国际联合实验室(中美谷物科学与营养联合研究中心(中美

鲜切产业研究院(世界食品保藏中心等国际合作平台%以

物理类课程群的教师为学业导师#指导学生在科研平台上

学习新技术(新技能%同时开展大学生科研立项工作#以科

研小组的形式在研究平台开展研究探索%以物理类课程教

学为基础#以科研平台为支撑#以科教融合为途径#创新培

养食品工程人才%

图
8

!

面向新工科与新经济的食品专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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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多元深度协同培养构建新经济时代食
品工程人才培养新思路

!!

把握食品产业人才动态发展的人才需求方向#主动对接

新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创新要求#充分利用各方优势资源#

凝练办学特色#以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深化产教融合#增强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面向未来食品产业新经济时代下重交

叉(宽基础(强工程的复合型高技能食品工程人才%

95"

!

食品工程教育责任共同体

面对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层出不穷#要打破高校人才培养

闭门造车模式#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打造共商(共建(共

享的食品工程教育责任共同体!图
!

$%搭建高校和食品上中

下游产业多层次(多方位合作平台)

"'

*

#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

案制定#食品专业课程建设与教程开发等环节#把食品企业

界代表请进来+在实验室和实训实习基地方面#与企业共建#

合作培养培训师资(合作开展研究+让企业精英成为学业导

师(兼职教授(产业教授#让高校专业人才成为企业技术顾

问(客座研究员%构建产教融合良好生态#通过校企多元深

度协同#促进食品工程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

以江苏大学与恒顺醋业科教融合为例#合作开展香醋气

味嗅觉可视化评价(醋醅微生物光谱识别(醋醅功能成分光

谱图像二维分布(食醋超声波催陈和香醋固态发酵智能翻醅

机等科技创新工作#助力传统醋业智能化改造升级+同时#一

批技术高管成为江苏大学产业教授#共建第二课堂%在科教

平台方面#共建江苏省农产品生物加工与分离工程技术研究

图
!

!

食品工程人才多元深度协同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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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共同培育国家食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了长期稳

定的工程教育合作关系%

958

!

食品工程人才的融通培养生态链

江苏大学依托食品学科特色与优势#不断完善学科师资

工程结构#壮大物理(机械(控制和计算机等师资力量#引领

学生工程素质拓展与能力提升#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工程

教育生态!图
9

$%一方面#探索以工程素质培养为导向的食

品物理类课程群建设体系#加强食品物理类课程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的改革#整合教育教学资源#以校内校外两个课堂

创新基础知识与工程应用相衔接的课程呈现形式%另一方

面#引导学生由被动学习模式向探究式主动学习模式的自主

转变)

"%

*

#通过课堂学习与企业应用的协同培养模式#培养学

以致用(学有所用的观念#学习并不是简单混几个学分#实现

从,以教学为中心-向,以学习为中心-的转变#培育食品工程

教育生态%

通过校企协同#明确创新型食品工程人才的培养目标#

注重以知识武装头脑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培养#融合品格和

公民意识建设#开展以食品物理类课程内涵(学生个性化培

养为核心的卓越教育体系#实施人才培养生态系统#改革传

统的人才培养理念#建立食品新工科人才的全新模式%推进

多元协同培养#树立全周期工程教育理念#优化食品人才培

养各环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以适应新经

济时代发展变化的需求%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适应时代

要求的关键能力%积极探索创新创业教育#培育交叉融合的

育人生态#建立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平台#将高水平科研优

势和产学研资源转化为育人优势)

"#Z"(

*

%江苏大学在食品科

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方面进行了探索#通过产

教融合(校企协同#提出了,重交叉(宽基础(强工程(促创新-

的多元协同新思路%

图
9

!

全链条食品工程人才的融通培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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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以,新工科-理念为指引#面向食品新经济与新产业的新

挑战#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改革食品专业人才课程教学体系#

强化食品专业物理类课程群在食品工程人才培养支撑作用#

以物理类课程群的知识架构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构建多元

深度协同的食品工程人才培养生态#为食品产业可持续性培

养复合型工程人才%以提升学生工程能力(创新意识和综合

素质为目标探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为

学科发展和工程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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