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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实训教学是提高高职学生实验操作技能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不可或缺的途径。《土壤肥料技术》是高职涉农

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是一门理论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并且操作性强的课程。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实验操作技能，针对实验课堂的特

征和现状，先后从课堂前、课堂上、课堂后等方面进行了优化，以期推进《土壤肥料技术》实验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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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experiment and training, which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to improve the experimental operation skills, and an indispensable way to 
cultivat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Soil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is a specialized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higher vocational 
agriculture-related majors, which a course, combines theoretical research with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has strong oper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experimental classroom, some sugges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optimization was carried out from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classroom, respectively, 
for improving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promote the experiment teaching reform of Soil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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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
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1]。为了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
力和职业素质养，为将来胜任工作提供助力，实验实训教学成为
提高学生实操技能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不可或
缺的途径[2]。 

《土壤肥料技术》是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农业生物技术专
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是一门理论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并且
操作性强的课程。实验环节，既是学生对土壤肥料理论知识的验
证，又能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2-3]，使其掌握较熟练的基本实
验技能，对以后专业核心课程实验技能打下坚实的基础[4]。因此，
充分开发实验课堂对土壤肥料技术实验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为
紧跟职业教育改革，笔者所在教研室就如何优化《土壤肥料技术》
实验课堂进行探索与实践，针对实验教学中的传统弊端，提出解
决方案。 
1 实验课堂的现状 

在优化《土壤肥料技术》实验课堂之前，首要的工作便是需
要清楚了解土壤肥料实验课堂的现状。《土壤肥料技术》这门课
程在笔者学校已开设多年，实验课程课时一般为 14~16 学时，实
验项目 6~8 个。课程教学也与其他学校教师采用的“课前预习-
实验讲解与演示-学生操作-实验报告”模式类似[1,5]。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下，课前预习多取决于学生的自觉，在
预习中大多熟悉的是实验目的、原理、所需仪器、试剂、操作步
骤、注意事项等内容，而这些内容也没有建立在接触实物的基础
上，学生的预习犹如空中楼阁；学生开展实验是在老师将所要进
行的实验讲解之后，按部就班进行实验操作，而在此过程中大多
数学生却只是机械地去做，而不知为何这样做；之后又根据实验
参考书进行实验报告的撰写。这种模式下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培养。此外，由于实验课堂
时间有限，本该学生清洗所需的实验器皿、配置实验所需的试剂、
调试实验所需的仪器，为了课程进度却成为了老师课前准备好器
皿、配好试剂、调好仪器，这样子可以整体上完成实验任务，但
产生的后果却是学生并没有参与到整个实验的操作过程，只是得
到最后的实验结果而已，甚至因为有的实验需要连续好几天才能
完成，后续的实验操作可能由老师完成。 

通过此类教学模式产生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学生脱离实验课
堂后可能对整个实验一知半解；按部就班的实验使学生处于被动
的地位；学生的实践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最终导致人才培

养质量不高。 
2 实验课堂的优化 

目前的授课对象是 2020 级农业生物技术专业学生，总共 42
人，学生文、理兼有，各 16 人，“3+证书”10 人；结合实验条
件现状，每 6 个人为一个小组，分为 7 组，由学生自由组合，但
需考虑文、理兼顾情况。实验小组分好之后，笔者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优化： 

(1)课堂前：老师将要进行的实验任务提前给学生发布，使学
生对实验内容进行预习加以熟悉。预习过程中不讲解，由学生自
主理解实验原理、熟悉实验步骤、了解实验计算过程等，并且小
组内相互讨论交流，然后将预习过程中产生的困惑记录下来，带
到课堂上全班进行讨论。此外，提前开放实验室，让学生带着实
验任务进入实验室自我准备实验所需试剂、洗涤实验器皿、调试
仪器设备，这一过程中，老师提供一些必要的辅助，比如试剂的
查找、使用危险试剂及调试仪器的注意事项等。 

(2)课堂上：引导学生开启五“动”模式：动脑思考、动眼观
察、动嘴交流、动笔记录、动手操作。在实验操作过程中，笔者
发现可选择一组学生先行手把手指导实验操作，其他小组成员进
行观摩，待这一小组完成实验操作之后并且再由这小部分学生去
带动其他学生操作，操作过程中如出现问题，老师可及时纠偏，
也加深第一组的操作熟练度，另外同龄人之间沟通交流也顺畅些，
也可以使小组成员获得知识传输所带来的成就感。如此前一组带
动后一组，使得全部学生均参与了学习与教授的过程，即学习与
温习均在进行中。课堂前发现的问题在课堂上实际操作过程中自
我释疑或者老师进行解答。 

(3)课堂后：学生在课堂上吸收的知识终究有限，尤其实验。
因此，课堂后的实验优化非常重要，课堂前的准备和课堂上的操
作仅仅是开始，课堂后学生反复不断地练习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
实践能力。学生除了撰写完成必要的实验报告，更讲求不断地重
复练习以便达到一定的熟练度。基于此，课堂后实验室仍旧对学
生开放，鼓励学生进入实验室常态化。在实验室开放方面，可采
用预约模式，每天可接受 8~10 人到实验室进行实验练习。 
3 结语 

《土壤肥料技术》是高职涉农专业中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程，在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实验操作能力培养等方面起着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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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酿酒历史及蒸馏酒的发展过程。根据历史记载，“溜酒”先秦
时代尚未有之，自唐代始。法国《世界风俗》中关于酒的记载中
讲到“中国酿酒，怨自爱基督纪元前已知之”。在授课过程中以
实例讲解，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弘扬爱国情怀，以培养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 

思辨能力是课程思政需要培养的核心素质之一。在纺织工程
(染整)展业学生上课时，可以结合事实与学生进行交流，如，对
新疆将实现 2000 万锭纺织产能、H&M 抵制新疆棉事件等事件进
行分析，培养学生独立辩证思考、高阶思维能力，透过现象看本
质，不盲从、不跟风。 

学生职业道德与素养的培养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之一。我
国是纺织工业大国，对高级纺织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培养具有
良好的失业道德与素养的纺织人才非常重要。《化工原理实验》
课程纺织工程(染整)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可为后续纺织专
业课程提供纺织工程单元操作原理和过程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
分析工艺参数与结构尺寸、设备仪表间的关系从而设计纺织工程
单元操作设备的能力。因此，本课程第一堂课以理论课的形式和
学生讲述实验安全以及工程意识的培养。提别强调实验室安全问
题，近年来，国内高校实验室危险事故频发，安全状况不容忽视。
实验室中的任何一个隐患，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酿成大的事
故，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以实例给学生以警示，培养学生安全
意识，使学生在今后工作中也能保持良好的实验习惯。培养学生
良好的职业素养，以知名服装企业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介
绍企业历史、构架及发展历程，像学生传递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诚实守信等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学生的职业道
德与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立德树人
的目标落到实处。 

“一带一路”带来新的机遇，提高学生的职业自信。目前，
政府正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相关地区对接，推进纺
织领域国际产能合作特别是境外合作园区建设。接下来纺织业将
实现以全球资源对接全球市场，培育一批跨国制造企业和时尚集
团。中国纺织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将构建国内优惠金融资源与
企业海外融资需求间的畅通渠道，助力“走出去”。在实验间歇，
给学生传递国家新政策，鼓励学生去了解本专业相关国家鼓励政
策，增强学生的职业自信。 
5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思政的实施 

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是加强课程教学改革，推动思
政在课程中落实的重要策略。在教学大纲专业内容范围不变的前
提下，针对《化工原理实验》的专业特色设计相应的教学方案与
重点，培养学生具备纺织工程专业纺织品的生产与管理的能力。
在教学大纲制定过程中除了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之外，还要明确
思政内容，体现在教学大纲中。 

翻转课堂：通过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等辅助教学工具，课前
提前发布任务，学生通过资料查找、整理与分析，形成报告，授
课时，教师先介绍授课基本内容，然后，师生角色互换实现翻转
课堂，由学生讲解实验原理、基本步骤及注意事项，培养学生的
团队协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如在“洞道干燥实验”环节，学生通

过慕课上的课程资源进行实验原理的学习、讲述实验步骤及注意
事项，由教师补充学生讲解不透彻以及未注意到的细节，最后教
师根据学生实验操作情况进行点评。翻转课堂的方式，使学生对
实验内容的理论部分进行深入学习，掌握专业知识，与此同时，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职业素养，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 

情景教学法：基于 OBE 理念，将教学课堂从以教师将受为主
体向以学生学习为主体转变。[9]在完成基本授课内容时，采用情
景教学，按照企业要求教学，通过模拟工作环境，学生作为员工，
教师作为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工作与对话，培养学生对工作的责
任心与职业素养以及高标准、严要求、专注严谨的工作作风。例
如，在洞道干燥实验中，在介绍完洞道式干燥装置的基本结构、
工艺流程和操作方法；物料在恒定干燥条件下干燥特性曲线的测
定方法；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方法；恒速阶段干燥速率、临界含
水量、平衡含水量的实验分析方法；干燥条件对干燥过程特性的
影响等知识点后，让学生以染整后的纺织品干燥为实例，根据具
体整染布料进行实验设计与分析，教师在该过程担任主管角色进
行修正与评价。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学会 
6 结语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思政应该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
新形式下高等教育的改革趋势，根据课程性质挖掘思政元素，将
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因势利导，避免生搬硬套、切忌
牵强附会。该课程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思政效果直
接关系到国家食品管理与控制和过敏健康水平，对纺织工程专业
的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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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优化课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作为教师，需要因材施
教、也需要因人施教，随时随地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了解学生
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高自身实
践能力，以适应新时代、新农科背景下的教学，提高实验实训的
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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