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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食品类专业食品安全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
清　 源ꎬ刘晓燕ꎬ蔡　 利ꎬ李正涛ꎬ林　 巧

(西昌学院农业科学学院ꎬ四川 西昌 ６１５０１３)

摘　 要:食品安全学是食品类专业重要的核心主干课程ꎮ 结合“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ꎬ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该课程教学中的

融合点和实践策略ꎬ有利于发挥其在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中的重要作用ꎬ做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ꎮ 以此为基础ꎬ重新修订

食品安全学教学大纲中的教学目标ꎬ重点挖掘课程知识目标与德育目标的融合点ꎬ提出从教学团队、教学方法和过程性考核

评价等方面进行教学探索ꎬ将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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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课程思政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
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ꎮ 关于课程思政的定义ꎬ我国
学术界给出的答案不一ꎮ 高德毅等[１] 认为ꎬ课程思
政实质是一种课程观ꎬ不是增开一门课ꎬ也不是增
设一项活动ꎬ而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
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ꎬ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
声ꎮ 周立斌等[２]认为ꎬ在高校ꎬ除了思政课以外ꎬ所
有的课程ꎬ特别是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ꎬ都要以立
德树人为宗旨ꎬ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
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ꎬ通过融入、挖掘、提炼、拓展
等多种途径ꎬ把思政和德育巧妙地融入课堂教学内
容ꎬ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ꎮ 总的来

说ꎬ课程思政旨在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点ꎬ将思想政
治教育有机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和改革之中ꎬ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ꎮ 广度
上ꎬ课程思政是完善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的重要方面ꎻ深度上ꎬ课程思政是构建高水平人
才培养体系和德智体美劳教育培养体系的根本举
措[３－４]ꎮ 自 ２０１４ 年起ꎬ上海市将德育纳入教育综合
改革重要项目ꎬ逐步探索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
转变ꎬ并率先开展“课程思政”试点工作以来ꎬ越来
越多的高校在坚持贯彻立德树人的中心任务之下ꎬ
开始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和通识课相相融
合的课程教育模式ꎬ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各门课
程中[５－６]ꎮ 而如何与时俱进地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和
创新ꎬ也已经成为一线专业课授课教师不断探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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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课题ꎮ
目前ꎬ大多数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ꎬ仍处

于局部探索阶段ꎬ未能形成系统设计[７]ꎮ 而现有食

品安全学课程思政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思政融合点

宏观分析和主要实施措施探索上[３－８]ꎬ鲜有立足教

学内容的微观角度ꎬ从每一章节知识点内容出发ꎬ
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政设计的报道ꎮ 因此ꎬ以专业教

育课程知识为载体ꎬ在广泛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建设的理论源泉和学术思想的基础上ꎬ着力挖掘

专业教育课程中每个章节的思想元素ꎬ构建“育人＋
育德”的完整体系是实现专业课程思想政治理论教

育的重要途径[９]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以应用型本科

食品类专业食品安全学课程教育为研究对象ꎬ从教学

目标重构、课程章节与思政融合点设计、具体实施策

略等多个方面入手ꎬ将具体教学章节内容与德育目标

相对应ꎬ选取适合的思政教育案例对学生进行教育ꎬ
对该“课程思政”的理念和实施方案进行了探索ꎬ旨
在为食品类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１ 食品安全学课程简介

西昌学院(以下简称我校)食品安全学共计 ３２
学时ꎬ是食品质量与安全和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核心课程ꎮ 主要讲授食品安全学的相关概念、发展

历史ꎬ生物因素、化学因素及部分食品添加剂对食

品安全的影响ꎬ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加工过程

与食品安全等内容ꎬ并全面地介绍了食品从农田到

餐桌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的防控措施ꎮ 近几年ꎬ我
校每届修学该课程人数在 ６０ 人以上ꎬ要求学生前

期已完成生物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等课

程学习ꎬ方可修读食品安全学课程ꎮ 俗话说:“民以

食为天ꎬ食以安为先”ꎬ食品安全学课程在助力培养

德才兼备的应用型食品专业人才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ꎮ 但是ꎬ作为我校食品专业大三年级学生的专业

必修课ꎬ以往的教学过程多注重基本理论知识的课

堂讲授ꎬ没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点的深入剖析ꎮ

２ 食品安全学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专业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过程中至关重要的

环节ꎬ是发挥育人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的关键环

节ꎮ 尤其是大学时期学生的心理已走向成熟ꎬ正是

对其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进行引导和塑造ꎬ帮
助其形成正确三观的重要时期[１０]ꎮ 因此ꎬ有必要在

传授食品安全学课程相关知识理论的同时ꎬ通过有

意识地发挥“价值引领”的功能ꎬ实现该课程教学在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 ３ 个方面的协同发

展ꎮ 笔者认为ꎬ针对食品安全学课程的特点ꎬ结合

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新时期学生的实际

情况ꎬ围绕我校“明德、乐学、求实、至善”的校训ꎬ以
事关百姓食品安全的身边事、身边人为切入点ꎬ凝
练思政融合点ꎬ不断探索实施策略ꎬ能更有效激发

在校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食品安全学是在不断发展

中的学科ꎬ在借鉴其他高校课程思政的有效经验

下ꎬ如何更好地让该课程在我校最大限度地发挥育

人主渠道作用ꎬ需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深入探讨ꎮ

３ 食品安全学课程教学目标的修订

食品安全学课程涉及化学、生物化学、食品毒

理学和管理学等相关知识领域和技术ꎬ具有很强的

科学性、社会性和应用性ꎬ是从事食品生产、科研和

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必修课ꎮ 食品安全学课程

涉及到的食品安全发展史、食品安全事件、转基因

食品问题以及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与保障体系等ꎬ在
食品安全与品质控制的国际形势中ꎬ在国内大健康

时代背景下ꎬ与课程思政进行融合的切入点较多且

非常有必要ꎮ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

念ꎬ深入挖掘思政资源ꎬ秉承“思政教育融入高度无

大小ꎬ融入细无声”的思路ꎬ将德育内涵融入食品安

全学课程日常教学中ꎬ实现德育与教学有效融合ꎬ
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ꎮ
３.１ 课程知识目标

面向食品及相关专业学生讲授食品危害因素

的来源和性质ꎬ食源性疾病的种类、预防和控制措

施ꎬ食品理化分析和毒理学评价等安全保障技术ꎬ
以及食品控制体系等ꎮ 通过该课程教学ꎬ学生将能

全面客观地认识和掌握涉及食品安全的知识ꎬ为其

在今后食品安全实践工作或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奠

定基础ꎮ
３.２ 课程德育目标

在全面理解“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的基础上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ꎬ
形成科学的食品安全观ꎬ能够运用专业的知识去理

解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ꎬ建立学生爱专业、爱学习

的人生态度ꎮ

４ 食品安全学课程思政的融合点

根据食品安全学课程教学目标ꎬ结合具体的教

学知识内容ꎬ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ꎮ 本文从各

章节内容出发ꎬ明确德育目标ꎬ融合思政教育案例ꎬ
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１１－１２]ꎮ 具体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如表 １ 所示ꎮ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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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食品安全学课程思政融合设计

章节 主要知识点 德育目标 课程思政融合点及设计

第一章 绪论

(１)食品安全的定义、食品安
全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ꎻ
(２)食品污染分类ꎻ
(３)食品安全的发展历史和
现状、面临的挑战ꎮ

培养学生文化自信ꎬ提升爱
国情怀ꎬ使学生树立科学的
食品安全观ꎮ

孔孟食道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 ４ 大基础理
论之一ꎬ形成于先秦时期ꎮ 通过介绍孔子的
“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ꎬ总结孔子饮食安
全观点和思想等ꎬ讲授我国食品安全发展历
史及现状等ꎬ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ꎮ

第二章 生物性
污 染 与 食 品
安全

(１)细菌污染、食品腐败变质
的危害与控制措施ꎻ
(２) 霉菌及其毒素的污染与
食品安全ꎻ
(３)病毒、寄生虫的污染与食
品安全ꎮ

培养学生具备社会竞争忧患
意识和适应社会的能力ꎮ

以微生物适应性强的特点ꎬ引导学生增强忧
患意识、危机意识ꎬ提高学生抗压能力ꎮ 同时
以工作中遇到困难时选择逃避甚至辞职等现
象等为例展开分组辩论ꎬ进一步促进学生深
刻理解学好专业知识和掌握核心生存技能的
重要性ꎮ

第三章 农用化
学 品 与 食 品
安全

(１)农药概述、食品中残留农
药的来源、食品中残留农药
对健康的危害及控制措施ꎻ
(２)兽药残留概述、抗菌类药
物残留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激素 残 留 对 食 品 安 全 的
影响ꎮ

培养学生树立生态环保理
念ꎬ并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ꎮ

以农药兽药伪劣问题和滥用超标现象等为切
入点ꎬ引入 ２０１７ 年山东 ８２４ 寿光毒大葱和
２０１１ 年双汇瘦肉精事件等典型案例ꎬ探讨农
药和兽药残留超标等对农产品质量、人体健
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ꎮ 结合四川省和凉山州
食品安全现状ꎬ通过分组讨论方式分析食品
安全与生态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ꎮ

第四章 食品添
加 剂 与 食 品
安全

(１)食品添加剂的定义ꎻ
(２)食品添加剂的分类ꎻ
(３)添加剂在食品加工中的
使用规范ꎻ
(４)食品添加剂的毒性作用ꎮ

培养具有社会公德心和责任
担当的高职业素养的专业
人才ꎮ

通过引入“三鹿奶粉”事件的案例视频ꎬ分析
三聚氰胺在中国乳业危机中引发的道德和诚
信问题ꎬ加强学生对“道德”底线的全方位认
知ꎬ同时结合食品行业需求ꎬ实地调研校外实
习实训基地和食品企业 １－２ 个ꎬ使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等成为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
摇篮ꎮ

第五章 转基因
食品的安全性

(１)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概念、
内容ꎻ
(２)转基因生物在食品中的
应用ꎻ
(３)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环境
和食品可能的危害ꎻ
(４)转基因食品的管理ꎮ

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和辩证
思维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和团队合作能力ꎮ

播放转基因食品相关视频ꎬ介绍转基因食品
生产加工过程及批准上市的流程ꎬ引出“转基
因食品安全与否”的热门话题进行分组辩论ꎬ
使学生更好地从事物的正反 ２ 个方面辩证地
认识转基因食品存在的价值ꎬ理性地看待转
基因食品ꎮ

第六章 加工过
程与食品安全

(１)食品加工技术类型ꎻ
(２)食品加工对食品安全性
的影响ꎻ
(３)消毒杀菌技术对食品安
全性的影响ꎻ
(４)食品包装对食品安全性
的影响ꎮ

培养学生自觉养成把人民群
众的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职业观ꎮ 结合我校“明德、乐
学、求实、至善”校训ꎬ培养具
有严谨工作作风ꎬ不断追求
卓越、敬业守信、推陈出新的
大国工匠精神的食品人ꎮ

分享改革开放 ４０ 年纪录片中人物陈泽民的成
功案例ꎬ围绕他不怕吃苦ꎬ爱科技创造ꎬ１９８９
年发明“二次速冻法”ꎬ并创办三全集团成为
全国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的事迹ꎬ激发学生
对专业的认可度和兴趣ꎬ邀请四川省和凉山
州食品行业领军人物进课堂ꎬ与学生开展课
堂互动ꎬ做到思政教育润物无声ꎮ

第七章 食品质
量安全监管和
保障体系

(１)食品法律法规体系ꎻ
(２)食品安全标准体系ꎮ

将食品安全的发展历程与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相融合ꎬ培养学生努
力学习、不断探索的求知精
神以及法治意识ꎮ

以纪录片«超级工程»第三季“食物供应”视频
为开端ꎬ介绍中国食品物资和食品供应链背
后的问题ꎬ引出我国用全球 ７％ 的耕地养活
２２％ 的人口这个事实ꎬ并在此基础上回顾中
国食品安全 ７０ 年的发展历程ꎮ 强调食品安全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才是确保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ꎮ

５ 食品安全学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５.１ 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组建食品安全学课程教学团队ꎬ有利于从整体

上提高教学质量ꎬ保证教学任务目标的高质量完

成ꎬ为“课程思政”工作奠定良好的人员基础[１３－１４]ꎮ
教学团队由包括课程主讲教师、德育课教师和具有

法律专业背景教师在内的 ４~７ 名教师共同组成ꎬ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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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成员年龄有 ５ ~ １０ 岁差距ꎬ专业技术职称覆盖教

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等级ꎬ并选取课程负责

人[１５]ꎮ 由于教师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关键ꎬ因此

团队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道德追求ꎬ不断完善自身

品德修养ꎬ自觉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并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身为榜样ꎬ教师应在教学活动中

言传身教ꎬ以良好的道德形象取信于学生ꎬ落实课

程德育目标ꎮ
５.２ 教学方法和手段改进

鉴于在校学生都能通过智能手机、电脑等在网

络化平台上进行在线学习ꎬ使得学习的方式变得灵

活多样ꎮ 将食品安全学课程的教学知识目标、德育

目标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点相结合ꎬ根据教学过程

的课前、课中和课后 ３ 个阶段的特点ꎬ通过引入“翻
转课堂” “对分课堂”等模式[１６－１７]ꎬ通过小组讨论、
讲授、辩论、实地调研等教学方法和活动等ꎬ最大限

度地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ꎬ引领生态文明

思想等价值观以润物细无声方式根植于学生内心ꎬ
使思政教育工作更接地气、更具活力ꎮ
５.３ 过程性考核的方式

试卷考核占总评成绩的 ７０％ꎬ过程考核占总评

成绩的 ３０％ꎮ 其中ꎬ过程考核由平时考勤、课堂提

问、分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德育互评等成

绩共同组成ꎮ 过程考核有利于促进学生整体素质

的提升ꎬ引导学生诚信学习ꎬ培养学生自律、自信、
善思、善问和富有团队协作精神[１８－１９]ꎮ

６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

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ꎮ 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ꎬ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ꎬ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ꎬ努
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ꎮ 食品类专

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ꎬ
能够从事食品生产技术管理、科学研究、质量控制

和产品开发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应用型高级专门人

才ꎮ 而食品安全学课程作为食品类专业的核心课

程ꎬ具有重要的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作用ꎮ 因此ꎬ
开展该课程的思政教育改革ꎬ将思政目标融入教学

各章节中ꎬ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以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扎根于食品专业学生心中ꎬ对培养学生更好

地以食品安全为己任ꎬ实现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具有重要意义ꎮ
总的来说ꎬ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全面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ꎬ能够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ꎬ帮助他们逐步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ꎬ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ꎮ 在本课程实施 ２
~ ３ 轮后ꎬ笔者将通过问卷调查、课后访谈和征求

意见等方式开展教学效果分析ꎬ总结教学实践中

的问题ꎬ进一步推进食品安全学课程思政改革与

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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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果能客观地反映教学效果[８]ꎮ 试验班

平均成绩、及格率等均优于对照班(表 ２)ꎮ 试验班

学生加入了移动平台直播环节ꎬ提高了学生的参与

度ꎬ也提高大大课堂教学效果ꎮ

表 ２　 期末成绩统计

应考
人数

实考
人数

平均
分

最高
分

最低
分

及格
率 / ％

对照班 １０８ １０８ ７０.２ ８９ ４３ ７２.８０

试验班 １１２ １１２ ７６.６ ９２ ５２ ８４.４０

４ 结语

基于 ＭＯＯＣ 的“学、析、论、结”四段式教学模

式ꎬ保留了传统 ＭＯＯＣ 课程中时间灵活、信息化程

度高等优点ꎬ加入直播环节ꎬ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帮助学生将碎片化知识点通过问题讨论、知识

总结串联成知识体系ꎮ 以活跃的课堂气氛ꎬ融入师

生情感交流ꎮ 通过对比实验发现该教学模式有利

于学生提高学习效率ꎬ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ꎬ也部

分解决了实践性课程的难动手难实践的问题ꎬ值得

后期进行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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