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昌学院的包装技术与设计专科专业创建于

!""#年，并于当年招生。西昌学院的包装技术与设计

专科专业的建立与包装行业和食品行业的发展是分

不开的。尤其是食品行业的发展，一些食品企业急需

拥有一批包装专业人员，从事产品的包装方法与设

计以适应企业的不断发展的要求。在制定包装技术

与设计专业教学计划时，我院确定了“培养具一定的

美学基础，系统掌握包装工程相关知识与技能，能从

事包装制品、包装材料、包装装潢的设计、包装新产

品开发与技术改造以及设备造型、配套和生产管理

的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在课程设计

中，根据就业岗位的需要，理论课以够用为度，大力

加强实践性教学。开设了以《包装材料学》、《包装容

器 制 造 》、《包 装 机 械 概 论 》、《包 装 工 艺 学 》、《包 装

管理》、《包装摄影》、《包装测试技术》、《包装印刷》

等为主的包装技术类课程和以《美术基础》、《色彩》、

《素描》、《包装装潢设计》、《包装结构设计》、《包装造

型 设 计 》、《文 字 、 图 案 设 计 》、《$%&’& (%&$》、《)&*+,
-*./》、《01’& 203》等为主的包装设计类课程。

! 加强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4# 包装专业特点

包装专业是以包装学为基础的、新兴的、多学科

交叉的、综合性极强的边缘性的学科。其专业的学科

体系庞杂，覆盖面广，包含了包装材料，包装容器，包

装机械，包装工艺，包装装潢设计，包装造型设计，包

装结构设计，包装管理，包装印刷等各方面的理论与

相关知识，其专业口径之宽，几乎没有其它专业能与

之相比。包装专业由于其综合性、交叉性、宽口径的

专业特点，许多高校忙于理论课程的教学，而轻视了

实践教学，势必造成专业特色不鲜明，学生对包装理

论知识都了解，但缺乏实践动手能力，结果导致毕业

生就业困难。

#4! 国内外包装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从目前国内高校包装专业人才的培养计划来

看，在实习 5 实践环节，除个别高校安排了一个学期

时间的集中生产实习外，一般高校仅安排为期#个月

的如金工实习等基础实习和为期678周的专业实习

（包括专业参观和生产实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安排的实践教学课，每门课一般在678课时。有的高

校由于缺少必要的教学设备，大多数专业实验教学

内容无法安排。而国外包装专业的高校，是非常重视

实践教学活动的。如德国的工科院校一贯重视学生

工作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在校期间除要求

有两次较长的时间（每次978个月）到企业实习外，

专业课教师还要组织多次短期（每次#周左右）参观

实习，在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的讲授期间，

还单独开设实验课，为了学生能了解和学习最新专

业知识，在大型的专业展览期间，包装专业的学生停

课一周，参观展览。比较国内与国外的包装专业的实

践教学得出，我国的包装专业实践教学这种人才培

养模式已不适应包装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急

需进一步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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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昌学院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实践教学

模式

!"# 课程实验

西昌学院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根据开设的理论

课程建立了相关的实验室：包装标本室，主要由教师

和学生收集包装产品的材料、包装品，经过$年的收

集和补充，现在的包装标本室能从事包装材料学中

的纸包装材料、塑料包装材料、玻璃与陶瓷包装材

料、金属包装材料的实验教学和提供包装测试使用

的实验材料；包装工艺室，拥有颗粒包装机、真空包

装机、液体包装机、定量灌装机、防盗盖封口机、脉冲

式封口机、带式封口机，能负责包装工艺学的通用包

装技术、部分专用包装技术的实验教学，还可以从事

部分包装机械概论的实验教学；包装测试室，拥有智

能电子拉力试验机、热缩试验仪、密封试验仪、扭矩

仪、纸箱抗压试验机、透气性测试仪、透湿性测试仪、

光泽度仪、热封试验仪、条码检测仪、测厚仪等，能进

行包装材料、包装技术和包装印刷的相关测试实验；

画室，能进行美术基础和包装结构、造型、装潢设计；

包装%&’，装有()*+* ,)*(、-*./0 1.23、&4+* %&’等

应用性软件，能用计算机从事包装结构、造型、装潢

设计；摄影室，能完成包装摄影的实验教学。

!"! 课程教学实习

根据包装教学的特点，西昌学院食品科学系建

立了校内外教学实习基地。校外教学实习基地有：材

料、容器生产厂（如北门塑料厂、腾飞纸箱厂、玻璃容

器厂等），能从事包装材料学的纸箱和塑料的生产及

包装容器制造等课程的参观实习；产品包装厂（如西

昌卷烟厂、西昌啤酒厂、西昌正中食品厂等），能完成

包装工艺学课程的教学参观实习；包装知识涉及单

位（如婚纱摄影室、平面设计室、陶瓷厂等），能进行

包装摄影、包装设计课程的相关教学实习。校内实习

基地有：航飞食品厂，能进行产品的包装、设计系统

教学实习；印刷厂，能完成包装印刷基本理论及印刷

技术的教学实习。

!"5 生产、毕业实习

包装类专业作为新兴应用型专业，其实践性教

学显得尤为重要，为了适应社会对包装人才的需要，

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培养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西昌

学 院 食 品 科 学 系 在 包 装 专 业 推 行 了$6#6#办 学 模

式，其重要内容是用$学期的时间进行包装技术与设

计专业的课程教学，#学期进行生产、毕业实习，#学

期回校针对性学习。经过5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办学

模式符合现代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尤其是包装

类的专科专业。

5 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模式主要

特点

#）加强了学生的实践与动手能力：由于边教学

边实验、进行必要的教学实习和#学期的生产毕业实

习，所以学生加深了对专业课的理解，加强了实践与

动手的能力。

!）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校内外的参观实习和#
学期的生产毕业实习，学生不仅看到了先进的包装

材料和设备，而且学到了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管理经

验，为进入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提高了教师专业水平与实践知识：教师在教

学、实验和指导实习过程中，能紧密联系实际，教师

的专业知识能得到及时更新与提高。

$）加速了学生的定位：在单位的实习过程中，学

生知道了企业单位需要德才兼备，有知识、肯吃苦、

愿意与单位共同发展的，有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

组织能力及协调合作能力的，有较强的计算机和外

语能力的，掌握一定管理与市场营销知识的人才。学

生实习完后#学期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学习，从而完成

自己的社会定位。

7）加快了学生的社会化：由于校内外的教学实

习，特别是#学期的生产毕业实习，学生不仅学到了

专业知识，而且学到了相关的社会知识，为进入社会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8）增加了学生的就业机会：采用$6#6#办学模

式，#学期在包装企业或相关的单位实习，由于实践

与动手能力强，很多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就签定了就

业协议，提高了毕业生的学习热情，减少了毕业后找

工作困难的影响。

$ 结束语

实践证明这一实践教学模式符合现代包装企业

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利于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提

高。当然西昌学院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这一新的实

践教学模式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加上包装专业办

学历史短，所以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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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课程的实验设备是否完整和系统、课程教学实

习是否改学生参观为学生亲自动手操作、生产毕业

实习学生这样进行管理，部分学生实习单位专业不

对口，毕业设计实验条件得不到满足等。故包装专科

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怎样才是最为合理的，还需要

各位同仁进一步的探讨。

致谢：感谢吴中军教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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