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教学分析

课题名称 糖醋咕噜肉 授课对象 烹饪专业二年级 授课时间 第 2 周

授课地点 烹饪实训中心 学时 2（80 分钟） 课型 综合实训课

教学内容

分析

课程内容选自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专业核心能力课程《中国名菜》，该课程是典型的实训课程，

教材选自职业教育规划教材系高等教育出版社，谢定源主编的《中国名菜》。本课内容为其项目一（以

猪肉为原料的八大菜系的名菜）中的任务 1。授课地点为校内烹饪实训中心，中式烹调实训室一人一

位实训区、中式烹调多媒体教学示范室、4 人一组风暴讨论区

学情分析

已有基础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烹饪专业二年级的学生，一年级时段学习了烹饪的基本功课程，二年级上学期的时

候学习了烹饪的中式烹调课程，所以二年级下学期在理论知识上对八大菜系的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对各烹调

方法的操作要领有一定的理解；在技能上，能比较熟练地使用烹饪设备，有较好的安全意识，卫生意识，在

情感上，有一定的团队合作意识，

学习特点

学生思想活跃；喜欢打电子游戏，偏好直观的呈现方式。对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使用熟练，多次使用“学

习通教学平台”帮助学习，操作不存在障碍；同时，学生对手机性能熟悉，因此借助以手机终端为载体的

信息化手段辅助教学不存在障碍。

存在问题 中职的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相对薄弱，对课本缺乏兴趣，但喜欢动手操作；具有较强探究欲，缺乏自我约

束的能力。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能掌握糖醋咕噜肉使用“炸”的烹调法

2.能够掌握糖醋咕噜肉所选用的原材料的产地、品质。



能力目标
1.通过学习糖醋咕噜肉，能够掌握糖醋调配、肉类上浆的操作要领和步骤

2.通过学习，能够制作同样烹调方法的菜肴，能够举一反三。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精神，家国情怀、工匠精神。

2.通过合作探究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提高自身的职业安全意识以及职业道德素养。

教学重点 糖醋汁的调制 解决措施 小组讨论、信息检索、实验解惑

教学难点 炸烹调法油温的掌控 解决措施 查阅资料、课堂实验

教学准备

超星学习通 微信 微课 VR眼镜

教学一体机 极域电子教室 抖音 5G网络

教学策略 教学理念

依据深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要求，用以实现指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

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结合烹饪专业实训教学手把手的教学特点，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采用基于岗位需求的能力

递进式任务驱动教学法，运用“课前自主探究学、课中互动交流学、课后拓展提升学”的模式，开展“虚实

结合”的实训教学。



教法

1.任务驱动法：本任务以八大菜系之一的粤菜中糖醋咕噜肉的实训项目为主线，任务驱动贯穿课堂，学生在

项目实操过程中，通过小组合作。不断优化和完善菜品，培养学生小组合作精神，匠心精神和职业素养。

2.示范教学法：利用微课、教师现场示范操作和讲解，使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

3.问题探究法：在任务中，给学生一些问题，让他们通过阅读、观察、实验、思考、讨论、听讲等途径去主

动探究，自行发现并掌握知识和技能

学法
1.自主学习法：学生课前借助超星学习通平台，抖音、教材等进行自主探究，初步构建知识体系。

2.合作探究法：在认识材料、规范实操等环节，学生以小组形式研讨，达成集思广益，智慧共生。

教学策略

教学流程



二、教学实施

课前-自主学习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资源及作用

（课前：

任务准

备）

【课前学习任务】

1.教师在学习通教学

平台发布课前任务单，

完成课前学习任务(查

找视频、浏览教学资

料、完成烹调工艺流程

图.

【资料发布】

1.发布自主学习任务

单（含内容学习、预习

检测、流程图投票）、

课程资源、组织平台讨

论。

2.分析学情：预习检测

成绩与流程图作品投

票结果分析，调整教学

活动

3.分析课前测试成绩，

完成学生分组，强弱搭

配，优势互补。

1.查阅课程学习任务

单与学习资源，完成课

前学习任务。

2.利用移动学习平台

实时讨论，同时互助学

习。

3. 画出“糖醋咕噜肉”

的烹调工艺流程图，上

传后进行投票。

4.完成在线测试，检测

自学成果，参与课前讨

论，就课前预习问题向

教师提问。

1.利用移动教学平台，

整合教学资源，开展线

上学习，将学习延伸到

课外，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

2. 平台的讨论答疑功

能，实现学生课前自主

学习时的交流，同时互

助学习

3.在线测试评估学生

自主学习情况，制定课

堂教学策略，确定课堂

教学重难点，以学定

教，精准教学

1.学习通网上教学平台能

够使学生和教师在课前远

程交流，教师可通过学习

通布置课前学习任务，学

生可以按要求完成课前自

学任务

2.拓展了学生学习时间和

空间，实现了差异化学习，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课中-探究内化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资源及作用

1.温故知

新——探

1.复习课前任务单和

引入课堂知识小游戏，

学生完成拼图小游戏

后获取资源， 并进行

课 前 预 学习。

小游戏，

2.网络视频连线企业

导师开班前会议，布置

真实实训任务。

1.教师将学习资源和

拼图小游戏发布在学

习通平台上（拼图即为

猪的部位分解图）。根

据本实训项目的情况

来从猪的拼图中找到

本次实训项目《粤菜·糖

醋咕噜肉》所用到的猪

的部位。

2.连线企业导师开班

前会议，例行检查学生

仪容仪表，推送真实任

务，提醒工作要点和岗

位评价标准。

3.以人文故事的

形式介绍粤菜名菜《糖

醋咕噜肉》

4.结合企业导师的班

前会议，展示次实训的

1. 登陆网络学习平台

查看课前任务单及在

线测试的自学成绩，完

成拼图游戏，获取本节

课的学习资源。

2. 连线企业导师开班

前会议，接受职业素养

的检查。

3. 接收实训项目《粤

菜·糖醋咕噜肉》的工

作任务和评价标准。

1.用拼图小游戏引入

学习，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兴趣。

2.创设真实情景，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了解真

实的工作岗位要求

1.通过学习通平台在线学

习，建立了教学资源库，

实现了师生间信息交流，

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引

导学生体检学习的乐趣。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资源及作用

教 学 目 标 4.了解粤菜名菜历

史，讨论菜肴制作、材

料选择、评价标准。

2.利用企业导师发布任

务，提升课堂实训教学的

真实性，更好的达成教学

目标。

2. 分 析 材

料——识
1. 掌 握 本 次 实 训 项 目

《粤菜·糖醋咕噜肉》的材

料。

2. 正确使用各类食材

1. 利用学习通发布学

案，指导学生初识《糖

醋咕噜肉》所需要的各

类材料。

2. 点评学生分享内容，

并播放各类材料介绍

的微课。

1. 被抽查的小组详细

介绍实训项目所用材

料的用途和加工方法。

2. 观看微课

1.落实职业标准，培养

学生敬业精神。

1.真实企业情景可以使学

生体验岗位实践，为教学

活动做好铺垫，产教融合。

3. 解 重 难

点——明
1.用辨错游戏的方式

让学生掌握菜肴糖醋

咕噜肉的制作工艺流

程

1.发起头脑风暴，给出

三种烹饪工艺流程和

糖醋汁的比例，让学生

自主选择，设置悬念；

2.纠正学生工艺错误

内容；

3.播放教师讲解工艺

流程视频。

1.以小组为单位头脑

风暴，认真回顾分析菜

肴制作的顺序，完成烹

饪工艺流程图的选择；

2.小组派代表，上台讲

述选择的理由；

3.观看微课；

4.完成随堂测试

1. 辨错游戏让实训项

目的重难点的学习和

烹调技术的应用更加

有趣。

2. 活跃课堂气氛，并

强调菜肴正确操作顺

序的重要性。随堂测试

强化学生对教学内容

的理解。

1. 用游戏的方式来提高课

堂效率，激发学习热情

2. 运用平台和学习通 APP

组织实时测验，解决课堂

重难点，精准教学。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资源及作用

4.实验解

惑——传

1.教师在学生得出

的数据上示范、验证烹

调工艺流程.

1.教师示范《糖醋咕

噜肉》的制作工艺流

程，验证糖醋汁的比

例。

2.对重难点用现场

操作的直观演示来突

破。

1. 观看老师示范并对

着之前的数据分析重

难点。

2. 听老师的总结，并

提问

1.通过实验解惑环节，

传授诀窍给学生，帮助

学生理解并掌握实训

项目的重难点，

1.利用视宽高清无线导播

系统：通过观看教师示范，

让学生有一个直观的感

受，更容易掌握操作要领。

5. 熟 能 生

巧——练

1.让学生按照餐饮

厨房的岗位分工分组

进行实操练习。

1.利用教学一体机

播放餐厅点菜视频—

—归国华侨点了一份

糖醋咕噜肉，按要求制

作一份菜肴。营造工作

岗位情景，给每组分发

厨房出菜单。

2.组织分工，提出操

作要求，操作安全，要

求学生收集实验数据。

3.教师在学生实训区

域巡回，注意操作安

全。

1.观看餐厅点菜视

频，体验工作岗位情

景，小组思考讨论分

工。

2.按分工进入角色，

并按厨房岗位要求完

成实操练习《糖醋咕噜

肉》。

3.注意行业职业素

养的养成。

1.引入餐饮厨房的

真实工作情景，产生情

感体验，获得学习的意

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2.小组合作，角色扮

演，增强学生实际操作

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

神，增强学生的职业能

力。

1.真实的出菜单（任务

单）能让学生快速进入角

色。

2.利用教学一体机有针

对性的展示并解决实操的

技能难点。快速的营造行

业工作氛围。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资源及作用

6. 多 元 评

价——评

1.小组互评，教师点评

总结，企业专家点评

2.教师从学习通平台

导出本次实训的所有

数据，形成综合性量化

考核评价，并结合形成

的评价数据，分析实训

效果。

1.教师介绍环节，解读

评价标准，

2.组织小组之间的互

评。

3.网络视频连线企业

专家，专家按行业职业

标准点评学习效果。

4.结合平台的数据和

企业专家的点评，导出

系统生成的总结性评

价，总结梳理本次实训

的知识脉络。

1.进入环节学习，学

习评分标准。

2.代表小组做组间

互评

3.连线企业专家，学

习专家的点评

4.小组发言，总结亮

点与不足。

5.领取课后任务

1.教师、企业专家、

学生多方对本次实训

项目的情况做出评价，

找出亮点和问题，学生

进行头脑风暴，发表观

点，找到改进方法，提

升 职 业 素 养

1.利用学习通平台生成

导出学生学习数据，测验

成绩，形成无纸化评价。

2.网络连线企业导师评

价，真实按行业标准评价

提高学生对行业的敏感度



课后-巩固延伸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资源及作用

7. 课 后 拓

展——拓
补短板，继续完善实

训流程，梳理知识点

1. 在学习通平台发布

课后测试及实训报告。

2. 要求学生对课堂上

的知识点进行整理，按

要求上传到学习通平

台。

1.完成学习通平台的

课后测验及实训报告

2.完善课堂知识点，掌

握重难点，并按要求上

传到学习通平台，

3. 查看个人学习报

告，反思自我的学习

1. 课后测试，了解学

习效果，巩固学习成

果。

2. 不断打磨掌握知识

点，展现优秀的职业素

养和磨砺工匠精神。

1.学习通网络平台使学生

随时查看课堂评价数据，

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三、教学反思

反思与改进

反思与改进 教学效果：

1、本次课中以“做中学、做中教、教学做合一”为教学理念，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在教学中运用德

育的思维，提炼中国名菜制作及中国名菜故事中蕴含的历史典故、职业道德和职业思想，增强文化自信,深化家国情怀。通

过学习与制作糖醋咕噜肉，将以劳育美思想和工匠精神贯穿课堂，真正做到立德树人，体现“三全育人”教育理念，做到润

物无声的良好效果。

2、教学标准与工作岗位无缝对接，思政教育培养工匠精神，产教融合，以企业导师制作为教学亮点，学生在学习中学

会了专业技术，通过项目学习提升了职业能力，教学过程融入思政教育，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教学改进：

1、学生是课程思政最直接的学习者、感受者、获益者，评价课程思政更应该在需求侧考查。如何立足于学生、以第一

视角充分检验人才培养的效果，在“三全育人”的总体工作格局中直接反馈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性为今后的努力方向。





《糖醋咕噜肉》完成课程思政的佐证图片

图 1 学生在课前搜集分享的糖醋咕噜肉的人文知识（部分）

图 2 学生在课前搜集共享的糖醋咕噜肉做法视频（有节选）



图 3 学生在课堂分享名菜人文历史、名厨工匠精神的图片

图 4 教师讲解示范糖醋咕噜肉做法



图 5 学生在课堂做刀工体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图 6 师生、家长亲子分享烹饪成果



《中国名菜》课堂思政评价表

学生篇：

1、你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和专业能力哪个更重要？

A、品德 B、专业能力

2、在学习本节课《糖醋咕噜肉》之前，你是否有去预习了解本名菜

的人文历史、名厨工匠等知识？

A、有 B、没有

3、在本节课中你除了学习了专业知识外，还有学习到其他什么思想

教育的知识吗？（可选择认为最重要的 3-5 个）

A、爱国情怀 B、诚实守信 C、精益求精 D、吃苦耐劳、

E、创新意识 F、团结合作 G、敬业精神 H、 文化自信

4、你有回到家后主动与家长分享名菜《糖醋咕噜肉》的知识吗？

A、有 B、没有

5、在与家长复原、分享名菜的时候是否增进了亲子关系？

A、非常有帮助 B、有一些增进 C、没有帮助

6、你乐意于接受潜移默化中的思政教育吗？

A、非常乐意 B、比较乐意 C、不乐意



《中国名菜》课堂思政评价表

家长篇：

1、你的孩子有与家长一起复原或分享所学菜品吗？

A、有 B、没有

2、在分享所做菜品的同时你是否感受了该菜所在地区的人文气息，

并感受到热爱该地区的情怀？

A、非常深的感受到 B、有一些感受感受 C、没有感受

3、你的孩子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其思想意识是否也得到了提

升？

A、得到了很大提高 B、得到了一些提高 C、没有提高

4、孩子思想意识得到提高的主要是哪些面？（可选择认为提高最明

显的 3-5 个）

A、爱国情怀 B、诚实守信 C、精益求精 D、吃苦耐劳、

E、创新意识 F、团结合作 G、敬业精神 H、 文化自信



《中国名菜》课堂思政评价表（学生篇）



《中国名菜》课堂思政评价表（家长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