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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中“啤酒酿造工艺”课程的教学改革探讨
朱永强　靳志强

（宿迁学院 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随着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啤酒酿造工艺课程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传统教学方法存在内容单一、实

践不足、与现代工艺脱节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本文分析了当前“啤酒酿造工艺”课程的教学现状，结合现代啤酒工

业发展的需求，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改革措施，并探讨了改革后教学效果的评估方法，为提升课程质量、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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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背景与意义

啤酒作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其酿造工艺在食品科学领域中

占有重要地位。啤酒酿造工艺课程主要涵盖啤酒生产过程中的原

料选择、酿造技术、发酵原理以及质量控制等内容，是食品工程

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随着现代啤酒工业的不断发展，啤酒酿造

工艺的相关技术日新月异，对从业者的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因此，改进啤酒酿造工艺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已成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专业化人才的关键。

二、教学现状与存在问题

目前，国内大多高校的啤酒酿造工艺课程仍以传统的课堂教

学为主，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课程内容滞后：在啤酒酿造工艺课程中，课程内容的滞后

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无

法跟上酿造技术和行业发展的步伐。随着科技的进步，啤酒酿造

行业在原料选择、酿造设备、发酵技术、质量控制等方面均取得

了显著的进展。教材内容的滞后不仅导致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生

产脱节，也影响了他们对行业动态的敏锐度。学生在课堂上学习

到的往往是传统工艺和过时的技术，这种知识结构不仅难以满足

现代啤酒厂的实际需求，也使得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面临较大

的知识更新压力。同时，教材中缺乏对新技术的探讨，也使得学

生在科研和创新方面的能力得不到应有的锻炼；更为严重的是，

教材滞后还可能限制学生的职业发展。如今的啤酒酿造行业更加

注重高效、环保、智能化等技术应用，这些前沿领域在陈旧的教

材中鲜有涉及。学生在校期间未能接触到这些新兴技术，意味着

他们在毕业后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甚至可能在求职时处于劣

势。因此，更新教材内容以反映最新的酿造技术和行业动态，对

于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至关重要。

2. 实践教学薄弱：在高等教育中的啤酒酿造工艺课程中，

实践教学的薄弱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于

它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结合 4，使学生通过动手实验深入

理解复杂的工艺过程。实验设备的不足是实践教学薄弱的核心问

题之一，啤酒酿造涉及到多种复杂的设备和工艺，这些设备价格

高昂且维护成本较大。许多高校由于资金限制，难以购置或更新

这些实验设备，导致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无法使用到现代化的酿造

设备，学习体验受到了极大限制。没有合适的设备，学生只能通

过简单的模拟实验或观看视频进行学习，这不仅削弱了他们对技

术细节的理解，也限制了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的动手能力；其次，

实验场地的不足同样限制了实践教学的开展。啤酒酿造实验往

往需要较大的空间来容纳设备并进行生产操作，但高校中用于实

验教学的场地有限，难以容纳多个学生同时进行实验。场地的不

足导致实验课程的安排变得困难，学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

操作，实践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资金的短缺不仅影响到设备和

场地的配置，也限制了学生的实习机会。许多高校难以为学生提

供充足的经费支持，让他们到大型啤酒厂或酿造企业进行实习。

    3. 教学方法单一：在高等教育中的“啤酒酿造工艺”课程中，

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

为主，缺乏互动性和创新性，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难以

被有效激发。单一的讲授式教学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学生在课堂上多处于被动听讲的状态，很少有机会主动参

与讨论、提出问题或表达见解。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动机会逐

渐减弱，他们会认为学习仅仅是记忆知识点、应对考试，而不是

探究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缺乏主动参与和深度思考，学生的学

习兴趣自然难以持久；其次，教学缺乏互动性导致课堂气氛沉闷，

学生的学习体验不佳。啤酒酿造工艺是一门涉及多种工艺流程、

技术细节的课程，学生需要通过互动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来深

入理解和掌握这些复杂内容；此外，缺乏创新性的教学方法限制

了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啤酒酿造工艺领域充满了技术创新和工艺

优化的机会，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将重点放在知识的传授上，而

忽略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容易局限于

教材内容，不敢挑战传统观念或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这不仅不

利于学生在学术研究中的创新，也可能影响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应

对实际挑战的能力。

4. 评价机制不完善：在“啤酒酿造工艺”课程的教学中，评价

机制的不完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前课程考核主要以

理论考试为主，而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缺乏有效的评价手

段 8。这样的评价机制不仅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还可能

导致教学改革的效果难以充分体现。理论考试的侧重点往往是对知

识点的记忆和理解。这种考核方式虽然能够检验学生对课程内容的

掌握情况，但却无法评估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的表现。在啤酒酿造工

艺这样一门高度实践性的课程中，学生仅凭理论知识并不能完全胜

任实际工作中的挑战；其次，创新能力的缺失是现有评价机制的另

一大弊端。啤酒酿造工艺领域不仅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还需要不

断创新和优化工艺流程，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此

外，现行的评价机制未能提供多元化的反馈方式。

三、改革目标与思路

教学改革的目标在于通过课程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创新、

实践环节的加强和评价机制的完善，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实践

能力。具体思路如下：

1. 更新课程内容：紧跟啤酒酿造领域的技术发展，增加前沿

技术和新型工艺的教学内容，确保学生掌握最新知识。

2. 加强实践教学：增加实验课程的比重，引入校企合作，拓

展学生的实习机会，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

3. 创新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翻转课堂、多媒体教学等

多种方式，提升课堂互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 完善评价机制：在理论考试的基础上，增加实践操作和项

目报告的考核，全面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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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体的改革措施

1. 教材的编写与更新：教材的编写与更新是提高“啤酒酿造

工艺”课程质量的关键环节。要确保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需由具有丰富啤酒行业经验的教师团队进行编写，并涵盖现代啤

酒酿造的最新技术与设备，增加与实际生产密切相关的案例分析。

这一过程不仅要反映行业的最新发展，还要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

合，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首先，编写教材的教师团

队应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学术背景。教师团队的经验可以确保

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使其能够准确反映当前行业的实际

情况；其次，新教材的内容需要涵盖现代啤酒酿造的最新技术与

设备。这些内容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当前的行业标准，还能使他

们掌握实际操作中所需的技术知识，为他们进入职场后能够顺利

适应现代啤酒生产的环境提供基础；此外，教材还需增加与实际

生产密切相关的案例分析。通过实际案例展示现代啤酒生产中的

挑战和解决方案。最后，教材的编写和更新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行业的变化，教材内容需要不断进行修订和补

充。教师团队应定期收集行业最新信息，进行教材内容的更新，

确保教材始终保持在行业前沿。

2. 课程模块化设计：课程模块化设计是一种将课程内容按主

题或技能进行划分的方法，这种设计有助于使课程内容更加结构

化、系统化，同时也能够提供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首先，模块

化设计能够使课程内容更加条理化。将课程内容划分为不同的模

块，可以使学生对各个模块的学习目标和重点有更清晰的认识。

其次，模块化设计能够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教学，增强实践性。这

种结合实际案例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

还能让他们看到这些知识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情况，提高他们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模块化设计能够提高课程的灵活性和

个性化。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同的模块进

行深入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进行深入学习，还能够根据自身的专业方向规划学习重点，从

而提升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最后，模块化设计还可以为教师

提供更加灵活的教学安排。教师根据不同模块的难度和重点调整

教学进度，并且可以针对不同模块设置不同的考核方式。

3. 实践教学的优化

实验教学改革：增设现代化啤酒酿造实验室并配备微型酿造

设备，是实验教学改革的核心。传统的啤酒酿造实验室可能仅限于

简单的实验设备和模拟操作，而现代化实验室应配备先进的微型

酿造设备，这些设备不仅能够进行小批量生产实验，还能模拟真

实的生产环境，使学生在实践中接触到现代酿造工艺的各个环节。

    校企合作与实习：校企合作与实习是将课堂学习与实际生产紧

密结合的重要途径。高校应与啤酒厂或相关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通过校企合作，学生能够定期到企业实习，直接参与生产流

程和工艺设计通过参与实际的生产和工艺改进，学生不仅能够应

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还能够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提高实践

能力。校企合作还能够为学生提供宝贵的行业资源和职业发展机

会。通过在企业实习，学生可以与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进行交流，

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技术，这对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发

展大有裨益。同时，企业也能够通过与高校的合作，发现和培养

潜在的优秀人才，为未来的人才需求做好准备。

4.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案例教学法：通过分析典型的啤酒酿造工艺案例，使学生能

够在实际情境中理解和掌握生产中的关键技术和决策思路。

翻转课堂：是一种将部分基础理论知识通过在线课程提前传

授的教学模式，将课堂时间主要用于讨论、案例分析和问题解决。

在“啤酒酿造工艺”课程中，教师可以将基础的理论知识，预先

录制成在线课程或视频，让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课堂上，教师

则可以通过引导讨论、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案例分析等方式，加

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这种方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参

与度，还能使课堂教学更加聚焦于高阶思维技能的培养。

多媒体教学：利用视频、动画等技术展示复杂的生产过程和

设备操作，可以帮助学生直观理解抽象概念。在啤酒酿造工艺课

程中，教师可以使用多媒体技术展示例如麦芽糖化过程中的化学

反应、酵母发酵的动态过程、啤酒生产线的设备操作等。这种可

视化的教学方式能够将复杂的工艺步骤和操作细节转化为生动的

视觉图像，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记忆。

五、教学效果评估

1. 学生反馈：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收集学生对课程

内容、教学方法和实践环节的反馈，了解教学改革的实际效果和

学生的满意度。

2. 学业成绩：比较改革前后的考试成绩、实验成绩和综合素

质评估，分析学生的整体进步情况，判断教学改革的成效。

3. 实践能力：通过企业反馈、就业情况调查等方式，评估学

生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了解他们在实践能力和适应岗位方面的

进步。

4. 教学质量评估：邀请行业专家、教学督导对课程改革进行

评价，结合教学档案和教学效果分析报告，综合判断改革效果。

六、未来展望

啤酒酿造工艺课程的教学改革不仅是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更新，

更是培养适应现代啤酒工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未来，

随着啤酒行业的不断发展和教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将继续探索新

的教学模式，进一步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推动啤酒酿造工

艺课程的持续改进，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习体验。

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啤酒酿造工艺课程将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

课堂，还将成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摇篮，

助力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 陈彩娇，崔云前，袭祥雨，姚梦珂，刘昌衡，贾爱荣 . 新

型啤酒生产工艺及功效研究进展 [J]. 食品科技，2021，46 （02）：

73-77.

[2] 李金宝，王良 . 基于“教学做一体化”的高职《啤酒生产》

教学设计与实施 [J]. 酿酒，2022，49 （04）：38-41.

[3] 马婷婷 . 现代职业教育下《啤酒生产技术》课程改革与创

新 [J]. 轻工科技，2017，33 （04）：171-172.

[4] 何飞燕，马婷婷 . 食品生物技术专业《啤酒生产技术》工

学结合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J]. 轻工科技，2017，33 （04）：

146-147+176.

[5] 钟彩霞，王凤梅 . 基于技能大赛导向《啤酒生产技术》课

程教学设计实施过程的研究探索 [J]. 现代农业，2021（05）：96-

98.

[6] 李萍，陈延，贾春晓 . 以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校企一体

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究——基于啤酒酿造教学改革实践的分析 [J]. 科

教导刊（下旬刊），2020（30）：73-75.

[7] 李媛，朱玉洁，史经略 .《啤酒生产技术》课程教学改革

策略探析 [J]. 新课程研究（中旬刊），2013（05）：51-52.

[8] 高兴宇 . 高职院校啤酒生产技术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J].

现代食品，2018（15）：13-14.

基金项目：2023 年宿迁学院通识选修课“饮食与健康”建设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