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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课程和实验的项目化教学改革

朱先梅，张 涛，王家俊

（浙江理工大学 材料与纺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针对包装印刷课程及其实验教学中存在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学习兴趣不持
久及实践教学安排缺乏系统性和应用性等问题，提出了以项目化为手段的课程改革方案。从理论教学、实

验教学环节和成绩考核机制几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思路，并阐述了项目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实

施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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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me existing problems in packaging and printing courses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were located, for
example, learning enthusiasm of students not completely inspired, interest of course learning not persistent and lack of
system and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teaching arrangement. These problems were solved by project methods of reform
schemes. New specific proposals were put forward on how to evaluate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perfor-
mance appraisal mechanism,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ject pedagog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we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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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有的教育教学模式中，学生没有真正成为教

学的主体，因而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不

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导致学生在就业后的工

作中知识体系系统性较弱，运用所学过的知识去解

决问题的能力不强，使得其专业优势不能得到充分

发挥。 因此，针对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
教学改革，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重视[1-4]。

包装工程专业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其工程应用

性较强[1- 2，4]。而包装印刷是包装技术中最重要的工

序之一，国内开设包装工程的学校均把包装印刷作

为包装专业的主干课程[5-6]。因此，探讨包装印刷课

程和实验的项目化教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课程教学现状及问题

国内相关高校大多仅将包装印刷作为包装专业

的主干课程，浙江理工大学的包装工程专业除开设

了包装印刷课程外，还开设了图文信息处理与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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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并将其作为前序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主要以

理论教学为主，实验教学补充理论教学。

笔者在教学过程和工作中体会到，包装印刷课

程的生产实践性、工艺性非常强，知识构架具有较

强的系统性。但现有的教学模式却存在一些问题，主

要表现如下：

1）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包装
印刷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均强调知识的系统

性，若依靠传统的教学模式分单元、分“块”进行

理论讲解和分析，只能让学生接受独立的、 固化的
“死”知识，并不能调动学生自主地、探究性地主动

学习，获得系统性的知识。

2）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持久。现有教学过程是以
老师教为主，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学习，学习过程

集中表现为复习、引入、讲解、提问、讨论、消化、

作业这一系列固定的程序。由于课程设置和课时的

限制，教学互动环节多是单方面的，虽有互动，学

生也是被动的，教学互动大多限于师生之间的问、答

而已。学生被动地学，学习动力和兴趣不可能持久。

3）实践教学安排缺乏系统性和应用性。目前，一
般高校的包装印刷类专业课程，均开设了照排胶片

输出、晒版洗版实验、纸张和油墨质量测试、胶印

实验、丝网印刷、印品质量检测实验等几大实践教

学环节，实验教学的设置和安排主要根据知识单元

或知识点进行，各环节主要侧重本模块知识内容的

理解和应用，因而缺乏系统性，不利于学生系统地

接受知识，同样限制了知识内容的准确应用。

2 项目化教学的改革思路

项目化教学法是指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

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它是“行为导向”教

学法的一种。该教学法具有实践性、自主性、发展

性、综合性和开放性等特点。

针对包装印刷课程体系中的问题进行教学改革，

在教学中引入项目化教学方法，即以项目为载体、以

工作任务为中心来选择、组织课程内容，并以完成

工作任务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课程模式， 其目的在于加
强课程内容之间的相关性，整合理论与实践，提高

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效率[7]。在教学中实施项目教学

能使学生在任务的驱动下，有机联系地或独立地主

动开展学习、完成项目要素的要求；学生根据任务

要求把单元化的知识有机地串联起来，教学内容体

系不再是简单地分开，而是体现出其连贯性；学生

对工艺流程的理解和掌握更有针对性，遇到具体问

题时，学生能有效地去应对。

2.1 改革理论教学

对于包装印刷课程的理论教学，在保持其自身

基本理论和知识内涵不变的基础上，部分引入项目

化思想，把现有的学科教学演变成一种及时的、需

要的和灵活的教学模式。

包装印刷理论教学的内容，从知识层面上可以

划分为：印刷基础知识与理论、包装印刷技术基础

和包装印刷综合应用 3个层次。印刷基础知识与理论
主要包含印刷基础、印刷复制基本原理、印刷油墨

转移原理等方面的知识，这部分知识的学习主要依

靠传统教学方法完成。包装印刷技术基础和包装印

刷综合应用知识，具有应用性较强，涉及的知识面

比较宽的特点，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项目配合理论

教学。在项目的设置和执行过程中，3个层面的知识
都会被有选择性地组合起来使用。

2.2 改革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全面引入项目化教学思想，将“以教师

为中心”的传统实践教学模式改变为“以学生为中

心”的实践教学模式；以项目化的模式设置或安排

实践教学，将当前的“并行”状态改为“串行”状

态。在传统的实践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计划的安

排和知识单元的分布情况，制定每次的实验内容，指

导学生根据实验要求完成实验操作、得到实验结果，

学生按照要求完成实验报告，教学中设置的实验如

图１所示。

图 1所示是当前教学中实践教学环节安排形式，
各个实验环节是相互平行的， 缺乏联系。按图 1的并
行思想去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在学习中不

容易整体掌握印刷实践知识，其实践效果不明显。

进行实验教学改革后，采用项目化方法实施教

学环节，基于包装印刷行业的现有需求，制定了具

体的项目，项目评价的具体内容要求学生完成具体

任务。学生根据接收到的项目任务和要求，分析所

要涉及到的实验环节和实验结果，自行制定实验方

图 1 当前包装印刷实践教学的“并行”设置示意图

Fig. 1 Parallel setup schematic in present practice
teaching of packaging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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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自主学习实验操作，独立或联合完成实验内容、

数据检测及结果分析，并根据结果判断是完成项目

任务，还是需要继续实施进一步实验。

在项目主导下的实验教学中，基础实验项目不

再是独立的，而是根据项目的需求，有机地联系起

来，承接关系比较明确，包装印刷课程教学中涉及

到的实验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 2 是导入项目化教学手段的实践教学构思形
式，是一种串行的实验模式。在该模式中，印刷要

素的设计及控制要涉及纸张、油墨的检测、照排版

面的知识及相关实验；图文信息处理及组版，包含

版面、照排和出片的知识及相关实验；出片操作及

工艺控制涉及胶片照排、冲显影和质量控制的知识

及相关实验；印刷方式选择、实施及工艺控制要涉

及胶版印刷、丝网印刷等工艺控制和质量控制。从

图 2可以看出，印刷类实践教学内容的实施在自身内
部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又与各个实践环节建

立了有机的联系。

2.3 改革成绩考核机制

引入项目化教学法后，考评的内容和方法应做

相应调整， 即从单一的对作业、实验报告结果的评估
转移到对学生实践能力、分析总结能力的综合考评，

考核方式可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把学生的笔试、实

践表现、参与度、效果或实践汇报有机结合起来。考

核中既要体现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考核，更要

体现出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和提高的考评。

3 项目教学法的实施

3.1 实施方案

引入项目化教学方法，可以将包装印刷作为项

目的一个环节，应与其他包装工艺环节匹配。从产

品选材、包装装潢、结构到包装实现的综合角度实

施包装印刷的理论、实践教学。其具体实施如图 3所
示， 图中虚线箭头指引的后续实验环节是指可选做的
实验环节。

教学改革从 3个方面开展实施：一是在理论课程
的教学中，引入设计和实施项目化教学方法，对理

论知识划分结构单元，对知识单元设置特定项目；二

是在实践教学中，全部采用项目化教学方式，根据

实践目标设置项目任务；三是制定考核方式并确定

考核内容。

3.2 实施方法

在教学实施中，根据项目的题目，设置项目技术

要素、任务目标和考核评价方法。对参与的学生进

行分组，每个小组的任务都包含类似的知识点，但

结果显示会稍有差异，以避免重复和抄袭；在每组

成员中安排具体负责人，各个环节考虑安排小组成

员任务；项目完成后，小组分批汇报，其他小组学

生可参与探讨和评价过程。考核评价对结果和实施

过程中学生表现分别打分，并以一定比例记入课程

考核。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教师辅助控制工作进度，

并全程“应需”指导学生。

3.3 实施实例

在包装印刷中，凸、凹、平、孔类型印刷方式的

制版工艺、印刷应用的讲解和理解都是重点和难点。

但是，在以前的教学中，学生有不理解和被动接受

的现象。通过教学方法改革，在这部分知识的教学

过程中，配合设计了项目化教学，设计一个“制版

工艺流程和应用研究”的项目。其研究要求包括制

版的设备选型（型号）原料、药品、原理、流程及

工艺、制版质量控制、成本核算都要有明确的内容，

研究结果以论文、PPT交流稿及其他文件形式体现。
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根据凸、凹、平、孔 4种制版
方式分组完成任务，每组有项目主负责人，每人都

有具体负责内容。根据研究项目，设置大的时间节

点进行项目进度控制。研究结果所有组别集中汇报、

讲评和交流。项目实施中，教师除做好答疑和考核

工作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帮学生就近联系生

图 2 包装印刷实践教学环节的“串行”构思示意图

Fig. 2 Serial conception schematic in practice teaching
links of packaging printing

图 3 项目化思想导入后实践教学环节实施示意图

Fig. 3 Implementation schematic in practice teaching
links introduced by project 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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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以便学生展开调查研究。

经过 3周的研究（学生主要利用课外时间完成），
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制版和印刷应用

的相关知识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同时也加强了对生

产实际的认知。不同组别的总结汇报和交流，学生

更能区分不同印刷方式的差异和全面地掌握知识。

4 结语

通过在包装印刷课程和实验课程教学中引入项

目化教学方法，促进包装印刷类课程与包装装潢设

计类及工艺类课程紧密结合。 打破现有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的局限性，转换了教师在教学中的角色，推

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和学习，改变以往学生被

动学习的局面，让学生成为主角。结合具体项目安

排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

索的积极性，保持了学生学习兴趣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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