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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艺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与探讨

韩春阳，孙炳新，刘天植，张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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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包装工艺学课程的特点及其在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阐述了转变教学思想、更新教学内

容、注重实践教学、完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撰写论文的能力等方面的教学改革实践，对如何提高包装工艺学

课程教学效果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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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and Discussion on Course of Packaging 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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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College of Shenya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Shenyang 110866，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urse of Packaging Craft is expounded as one major course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
while the featur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teaching of Packaging Craft are analyzed. The ideas are presented though primary
discussions on how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of Package Craft by changing teaching thinking mode, renewing teaching
contents with close coalescent practice, perfec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he interests of student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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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艺学是在总结包装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专业课程，它主要研究包

装工艺过程中具有共同性的规律，是包装工程专业的

主干专业课程。在整个包装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和包装

工程专业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中，包装工艺

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学好包装工艺学，学生

们才能综合应用所学知识，正确设计包装工艺过程，

并解决生产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科学合理地完成产

品的包装，制造出合格的包装件。包装工艺学课程包

含的知识内容极为广泛，既有深奥的理论知识，也有

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技能，加上包装工艺技术手段更新

较快，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很难取得理想的教学效

果，因此急需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1 包装工艺学课程的特点

包装学科现已发展成一门高度综合、交叉的技术

科学[1 ]。而作为包装工程专业主干课程的包装工艺学

自然也充分体现了其技术高度综合、学科相互交叉的

特点。归纳起来，包装工艺学具有以下特点。

知识点多且零散 包装工艺学课程的内容包括

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质量变化、防潮包装、防锈包装、

无菌包装、真空与气调包装、贴体与泡罩包装、拉伸

与收缩包装、防虫包装、物料充填工艺、集合包装工

艺、辅助包装等。而包装工艺学课程中的不同内容往

往具有多个知识点，例如，防潮包装的主要知识点就

包括气体渗透原理、水分活度、水分活度与产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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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常用防潮包装材料、防潮包装设计技术等。从

这个实例我们还可以看出，包装工艺学课程中的各项

内容除了所含知识点多这一特点以外，还存在各知识

点之间联系较少，各知识点相对零散的特点。

包装技术理论不断更新 包装工艺过程是包装

品与产品结合在一起构成包装件的过程，因此，包装

工艺学包含了包装技术理论的研究。而随着科学技术

的高速发展，这些包装技术理论需要不断更新。例如

气调包装，以前都是从低氧能够减少氧化酸败、抑制

微生物生长方面介绍其原理，但是这种理论不能很好

地解释新兴的高氧气调包装，因此，必须对该理论

进行更新。

与其它课程交叉较多 包装工艺学课程与其他

学科存在很多的交叉内容。如该课程中的包装技术理

论部分内容与包装材料方面的内容联系紧密，再如真

空气调包装、物料充填等部分内容又与包装机械密切

联系。因此，教师在讲授包装工艺学课程时，必须将

该门课程的内容与其它相关课程内容进行贯通，从而

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这门课程。

实践性较强 包装工艺技术既包括理论技术又包

括相应的实践技术，所以包装工艺学课程的学习不能

仅限于书本上理论知识的学习，教师应通过具体实践

把应用技术传授给学生，并通过学生的实际动手操

作，使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

2 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笔者在多年的包装工艺学课程教学中，采用传统

的教学方式来讲授，发现了一些实际问题。

1）受课时限制，教学难以深入。随着教育体制改
革的深入，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中，包装工艺学的课

时安排呈下降趋势。例如，目前包装工艺学理论课时

的设置，沈阳农业大学由 60学时降至 40学时，江南大
学为 28学时，西安理工大学为 28学时，所以在较少的
课时内很难对众多的知识点进行深入讲解。

2）书本内容滞后于技术的发展，教学手段落后，
教学效果不佳。包装工艺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

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包装工艺技术也在日新

月异地发展，这使得：一方面，书本的内容滞后现象

严重；另一方面，采用传统的板书根本不适用于实践

应用性较强的包装工艺学课程。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得

学生难于理解课程内容，因而课程教学效果较差。

3）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差。目前，包装工艺学的试
验学时一般较少，且多为展示性试验，即由老师操作，

学生观摩。而一些需要大型设备的包装技术实验操

作，例如，无菌灌装等在学校里是无法见到的，这样

一来，就很难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3 教学改革与实践

上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教学质量有一定影响，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对包装工艺学的教学进行了

改革和探索。

3 .1 改革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

包装工程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包装系统设

计与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能在商品生产与流通部门等

从事包装系统的工业设计、结构设计、形象设计、质

量检测、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2]。

要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必须提高包装工艺学的教学质

量，转变单纯传授知识的传统教育思想，建立融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与素质提高为一体的全面发展的教育

观念。通过课堂教学、实验、实习相结合，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动

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更新教学手段，

增加授课信息量，改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获取知识

的能力[3]。

3.2 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突出教学重点

如前所述，许多包装工艺技术理论还在不断地发

展与完善中，如果仅仅按照书本的内容照本宣科，不

介绍学科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动态，这样可能会出现：

一方面，理论知识内容严重落伍，不能体现本学科的

前沿知识；另一方面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

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例如笔

者在讲授气调包装这一章时，除了讲授传统的低氧气

调包装延长商品货架寿命的原理及应用以外，还加入

了气调包装的前沿技术“高氧气调包装”的兴起、应

用及正在探索中的理论原理和目前的研究进展，并与

传统的低氧气调包装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开阔

学生的视野，增加其学习兴趣。

更新教学内容的同时还应改革多媒体课件内容。

根据包装工艺学的课程特点，课堂授课采用传统板书

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手段。传统板书教学对于

理论性较强的内容较为适合，但对于包装工艺技术的

实际应用范例、生产工艺过程等表现力有所欠缺，甚

至有些内容会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而利用多媒体课

件教学则能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大大增加知识容

量，并能通过图片、动画、视频、声音等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多媒体课件制作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教学

效果。笔者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过程中，除了大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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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装实物图片以外，还加入许多包装实际生产的视

频资料来表现各种包装工艺的生产工艺过程，如气调

包装、泡罩与贴体包装等，从而使学生形成较为直观

的认识，教学效果得到了较大提高。但由于使用多媒

体教学时，教室光线较暗，不适合学生记笔记，并且

有些内容也不适合使用多媒体。所以并非每节课都要

使用多媒体教学，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效果最佳的

方式，将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使用，取长补短，

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4]。

受课时的限制，不能将所有的包装工艺技术全面

细致地进行讲授，所以要有所侧重，突出重点，如防

潮包装等重点内容详细讲授；对于防虫包装等内容可

作为学生自学内容处理。

3.3 注重实践教学

包装工程专业特点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

能力，只有重视实践教学，才能使学生在就业时具有

较强的竞争力。笔者本着从提高包装工艺学教学质

量，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思想出发，对原有的包

装工艺学教学大纲进行了修改，增加 10学时实验和 2
周课程实习。并要求能够在实验室完成的实践训练，

以实验的形式开出，例如防潮包装、收缩包装、真空

与气调包装、物料充填等。从试验方案的制定到实践

操作及结果分析均由学生独立完成。无法在实验室完

成的实践训练，以课程实习的形式开出，如无菌包装、

防锈包装、泡罩与贴体包装等，分别在沈阳辉山乳业

有限公司、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沈阳金宇吸

塑包装有限公司、沈阳佰诚包装有限公司等包装企业

进行课程实习，通过实验和实习，不仅能够把书本上

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应用紧密地结合到一起，而且

大大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学生的反馈效果非常好。

3. 4 培养学生撰写论文能力

为培养学生撰写论文的能力，可给学生布置不限

定题目的综述性论文，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

择一种包装工艺技术，独立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组

织内容，写一篇关于该项包装工艺技术发展及应用现

状的课程论文，并将其作为期末成绩的一部分。这样，

学生在查阅资料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培

养其学习兴趣，增强其对文献资料的查找和整理总结

能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培养其撰写科研论文的能力。

3 .5 进行考核和评价方式改革

在考核评价方式上，沈阳农业大学采用教考分离

的模式。 教考分离是我国高校考试改革发展的必然趋
势。通过教考分离来检查教师教的效果，督促教师依

纲施教，把功夫下在教学过程之中。检查学生学的程

度，促进学生勤奋学习，扎扎实实地掌握专业知识和

技能。考核的重点放在学生对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理解、

掌握和灵活运用能力上。期末总成绩包括平时成绩、课

程论文、实验和实习成绩、试卷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10％, 10％, 20％和60％。

4 结语

教学过程归根结蒂是一个教与学的系统工程，教

学效果的好坏与系统的各组成部分都有直接的关系。

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学生

自身的素质及教学条件和基础设施等因素，都会对本

课程的教学质量产生影响[5]。通过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注重实践教学、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培养学生

撰写论文能力等方面对包装工艺学的课程教学进行改

革，该课程的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学生通过这门

课程的学习，不仅可以系统地掌握各种包装工艺技术

原理、应用及发展前沿，而且能根据商品性能和包装

要求，正确选择包装工艺技术，能分析并解决生产和

使用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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