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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院校在硬件上都有了长足发展，
但在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质量上，短时间内无法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企业的需求变化，人才
培养质量与行业企业需求存在错位。
特别是教学模式、教学方式与手段以及教学内容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教学理念与教高［2006
］16号文件精神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高职教材种类繁多，其来源一是借用本科的同类教材，由任课教师删减、增补而成；二是应用中
专教材或为中专教材基础上的内容增加；三是由部分院校教师联合编写；四是由个别专业的个别教师
自编。
一些教材不能及时反映生产中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缺乏与地区、行业发展相适应，
联合企业、行业共同开发更无从谈起；教材内容没有从根本上反映出高职教育特征与要求，仍然强
调&ldquo;是什么？
&rdquo;&ldquo;为什么？
&rdquo;，而没有突出&ldquo;如何做&rdquo;的问题，不能很好地体现&ldquo;以能力为本位、以学生为
主体、以实践为导向&rdquo;的职教思想，缺乏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特色，不能实现培养&ldquo;高专质
技能型人才&rdquo;的教育目标。
因此，我们利用做&ldquo;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产品生产过程的课程改革与实
践&mdash;&mdash;以天然产物生产与实训技术为例&rdquo;的机会，创新探索了一种新的体现&ldquo;
理实一体化&rdquo;教学、基于产品生产过程的课程教材编写模式。
　　一、课程目标与改革理念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天然产物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
干燥技能，能够利用网络信息和专业文献进行常规天然产物产品制备工艺的设计与方案优化，并能组
织实施。
　　根据天然产物（有效成分）生产过程的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参照中药提取工、生化分离工及干燥
工等国家职业标准，开发突出职业岗位能力的&ldquo;岗位工作过程导向能力本位&rdquo;课程标准。
按照&ldquo;以职业能力为主线，典型工作为载体，真实工作环节为依托，完整的工作过程为行
动&rdquo;体系要求，进行课程开发与设计。
　　教学融合企业工作过程和学校集中授课的典型元素，进行有机整合，形成行动导向、工学交替的
教学模式。
具体环节包括&ldquo;班前例会&rdquo;、&ldquo;任务分解&rdquo;、&ldquo;边做边学&rdquo;、&ldquo;
班后总结&rdquo;、&ldquo;工作汇报&rdquo;及&ldquo;视野拓展&rdquo;等环节，企业元素全程渗透入
课程教学过程中。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组织形式　　根据基于天然产物（有效成分）生产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思路
，本课程针对职业岗位能力要求选取教学内容，将天然产物生产工作岗位中的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 2
个阶段、4种情境、3类层次（简称&ldquo;243课程模块&rdquo;，见图1），实施行动导向教学，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我们邀请地方相关行（企）业人士、省外专业同行和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多角度论
证&ldquo;234课程模块&rdquo;标准，按照企业提出目标岗位的任职要求，制定课程培养目标，以培养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出发，兼顾学生潜质培养，选取教学内容。
　　(1）生产原料来源体现天然产物分布：作为组织教学、开展生产所需的原料务须尽可能体现自然
界天然产物自身分布，即包括植物源、海洋资源和微生物及其发酵液。
同时兼顾现有行业企业生产产品原料实际来源分布，进行适当调整。
　　(2）生产产品的成分兼顾常规与热点：作为生产技术的实施对象（产品成分），既要包括市场上
业内人士耳熟能详的黄酮、多酚及生物碱等，还要涵盖逐渐被人们认识、大众接受的具有多种功能的
多糖、膳食纤维等。
　　(3）生产技术的层次分布多样化：生产产品的技术手段根据产品性质应多样化，既有传统方法，
也有现代技术，同时还不乏先进手段，尽可能让学生学习比较具有发展前景的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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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多维化内容为学生后天发展提供可驰骋空间：教学内容既要具体展现天然产物生产工作岗位
中的典型工作任务，又要拓展学生视野广角，让其具备可塑的潜质，还要提供学生发挥自身才智的机
会。
　　图1天然产物生产与实训技术&ldquo;243课程模块&rdquo;示意图　　教材内容组织上，将理论与
实践教学有机融合，把企业工作情景与学校上课元素有序衔接，图2天然产物生产与实训技术课程教
材模式示意图为工学结合的&ldquo;基于工作过程&rdquo;的课程改革提供一种新的教材模式，每个单
元都采用&ldquo;班前例会&rdquo;、&ldquo;任务分解&rdquo;、&ldquo;边做边学&rdquo;、&ldquo;班后
总结&rdquo;、&ldquo;工作汇报&rdquo;及&ldquo;视野拓展&rdquo;等6个环节组织编写，具体见图2。
教学融合企业工作过程和学校集中授课的典型元素，教学流程融通企业生产流程，采用&ldquo;班前例
会&rarr;任务分解&rarr;边做边学&rarr;班后总结&rarr;工作汇报&rdquo;的流程进行，强化教学效果。
教学实施过程中，以模拟公司的形式、原汁原味的企业订单载体组织教学，既激发同学的学习热情和
团队协作精神，又宣扬企业文化氛围和市场竞争意识。
　　三、各个环节操作说明　　(1）班前例会班前例会主要内容有：新接到订单的行业信息，如产品
规格、功效、生产成本及原料分布等；订单产品生产的常规技术路线、技术瓶颈及生产操作注意事项
等。
介绍行业背景及技术发展动态，重点突出完成任务所需技术及知识点。
第一节课还需介绍行业背景及岗位就业情况，课程性质及教学组织方法。
　　(2）任务分解产品生产订单主要包括产品规格、价格、生产技术要求及检测标准等。
如茶多酚生产订单，产品规格：TP>95%，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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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然产物生产与实训技术》将理论与实践教学有机融合，把企业工作情景与学校上课元素有序
衔接，为工学结合的“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教材模式。
每个单元都采用“班前例会”、“任务分解”、“边做边学”、“班后总结”、“工作汇报”及“视
野拓展”6个环节组织编写。
教学融合企业工作过程和学校集中授课的典型元素，教学流程融通企业生产流程，采用“班前例会-任
务分解-边做边学-班后总结-工作汇报”的流程进行，强化教学效果；教学实施过程中，以模拟公司的
形式、原汁原味的企业订单载体组织教学，既激发同学的学习热情和团队协作精神，又宣扬企业文化
氛围和市场竞争意识。

　　《天然产物生产与实训技术》既可作为高职高专生物技术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企业培训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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