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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思政教育课程高水平发展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要求，极

有必要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以课堂教学为媒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方法 在介绍课程思政建

设背景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三位一体”培养理念，开展集知识、能力、素质并进的知识–能力–素质

（Knowledge-Ability-Quality，KAQ）思政育人培养模式。同时，结合凝练课程思政元素、党史故事融

入课程教学，以问题为导向的启发式在线教学设计，丰富课堂授课与教学手段，改革课程考评体系等，

并采用问卷调查结合学生访谈的形式改进教学方式。结果 92.0%的调查对象认为《食品添加剂》课程

分值比例分配合理，并有 96.8%受访者对教学模式表示赞同，可见教学改革已得到选课学生的普遍认

可。结论 在《食品添加剂》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文化自信、求实创新、诚信与职业道德教育等案例内

容，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对当代大学生的育人作用，实现专业教育与品德修养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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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Food Additiv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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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high-level de-
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talents in the new era, and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the 
carrier and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medium.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for food 
additive course, the knowledge-ability-quality (KAQ)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raining mode integrating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on the "Trinity" training concept we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such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social need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s could not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industries.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refi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lements of course, integrating the party history story into the course teaching, problem-oriented heuristic online 
teaching design, enriching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eaching means, reforming th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th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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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re was us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and were also used respectively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le improv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92.0% of the respon-
dents believe that the score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food additive is reasonable, and 96.8%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agreed with the teaching model.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was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students who choose 
this course. Therefore, the case content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realistic innovation, integr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food additive course.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make the common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 educa-
tion and moral cultivation realized. 
KEY WORDS: new situation; food addi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e; party history; teaching reform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

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

作能力和水平。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

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

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强调了

在课堂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同时，习近平

还在 2018 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再次

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

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

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课程思政教师在高校育人中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存

在一定差异，人才质量未能充分满足社会行业的实

际需求 [1]。部分大学生无明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

价值观，未来规划意识与发展目标不清晰，缺少主

动性与积极性，缺乏社会责任感，难以担负为国家

振兴与社会发展努力学习的任务 [2]。此外，教师在

课堂上更注重“授业解惑”，而对学生的“传道”力度

有所欠缺，这也与高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目标背道

而驰 [3]，因此，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强化思想政治教

育刻不容缓。 
随着我国食品工业的不断发展，食品种类愈益繁

多，食品添加剂在赋予食品色、香、味、形等方面的

作用不可替代，其已成为食品工业发展的源动力[4-5]。

食品工业在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同时，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使用也成为一个相对严重的问题。近年来，苏丹红、

瘦肉精、塑化剂、三聚氰胺等非法添加物引发的食品

安全事件受到公众关注，使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存在

诸多误解，因此，有必要培养食品类专门人才，引导

消费者正确认识并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6]。 
《食品添加剂》课程现为我校食品类专业学生的

专业选修课，也是市重点建设课程、在线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与思政重点建设课程。该课程主要分为

食品添加剂的分类选用、主要食品添加剂的分类与

应用方式两大模块。课程的德育目标是使学生在掌

握食品添加剂定义、原理与使用原则的同时，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食品添加剂的合理使用

有更深层次理解[7-8]。 
基于此，文中主要围绕课程思政如何融入《食品

添加剂》课程教学，以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发展对综合

型人才的需要，通过课题组前期结合“三位一体”的人

才培养理念，进行《食品添加剂》课程教学改革，提

出的知识 –能力 –素质（Knowledge-Ability-Quality, 
KAQ）思政育人培养模式。在后期通过一系列教学方

法改革，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并实现思政育人的

终目的。 

1  教学改革模式 

KAQ 培养模式，即知识（Knowledge）、能力

（Ability）和素质（Quality）三者协调发展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也是目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一种全新尝

试[9]。可将思政育人理念系统融入专业课程混合式教

学的创新思路归纳为“三横二纵”模式，具体见图 1。 
由图 1 可知，教学模式中的横向部分包括线上学

习、线下课堂互动与课程设计等 3 个方面。其中，线

上部分包含观看视频、阅读资料、章节测试与在线讨

论。线下部分包含章节整理、案例分析、随堂测试、

讨论辅导等。两者相辅相成，建立课程知识体系，构

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11]。同时，借助于线下的

项目实践课程设计教学，达到专门培养综合实践能

力人才的目的。纵向部分主要涉及显性育人和隐性

育人。显性育人结合课程群专业知识特点，合理规

划课程间的知识点衔接，体现专业教学；隐性育人

主要将专业知识与传统优秀文化、国情相结合，加

深学生对食品添加剂行业前景的理解与认识。将横

向与纵向同时并行，使培养目标通过“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模式层层推进，在各个

教学环节潜移默化地融入思政育人理念，培养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建立正确的思想价值体

系，树立文化自信，以及“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的
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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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思政育人理念融入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 
Fig.1 Teaching mode of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2  做法与成效 

2.1  凝练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提升课程教学

感染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食品添加剂》的教学

内容与目标，将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把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教学过程，渗

透在课程教学的每个环节中[11]。如绪论部分提及食品

添加剂与食品安全间的关系时，提到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性是以《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的使用剂

量和范围为前提，超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会对

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表明凡事均有度，事物的发展存

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4]。讲授食品着色剂章节时，强

调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应是为掩盖食品的腐败变

质，而是为增强其感官品质而使用，要求学生诚实做

人，诚信做事[12]。谈及食品乳化剂专题时，则借用乳

化剂能将不相容的油水融合形成稳定体系的道理，让

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在生活中谦和与包

容的艺术。 

2.2  党史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强化红色文化

的育人价值 

党史是 生动、 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应将丰富

的党史资源转化为直入人心的育人力量。将党史故事

适时融入专题教学中，也能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专业知

识点的理解。如教师在讲述食品调味剂的提取利用 

时，引用了革命影片《闪闪的红星》，讲述抗战时期

红军机智地将盐带出封锁区运至井冈山，取得 终胜

利的故事。充分说明了盐分对人体保持细胞和血液渗

透压平衡，使组织保持一定水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与调节心肌活动和蛋白质代谢也有密切关系。同

时在介绍食品着色剂中的天然着色剂时，还借用江西

民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谈到井冈山红米红色

素为黄酮花色素苷类化合物，呈现出的天然色泽，红

米红色素这种黄酮类化合物既具有较好的着色效果，

还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正因为“红米饭、南瓜汤”的
乐观精神，才能使中国革命逐步走向胜利。教师在教

学中润物无声、“融盐于水”，不断强化红色文化的育

人价值。 

2.3  以问题为导向教学设计，提高学生的专

业综合能力 

课程组教师已于前期完成《谈“添”味美——走进

食品添加剂》教学视频的录制，现主要采用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授课。教学期间，教师在课前把教学

材料传至智慧树平台，将知识点以小问答形式提出，

学生带着问题查阅资料，做好预习，先行线上回答。

线下授课期间，教师则结合生活实例给学生讲解食品

添加剂的作用原理与使用注意事项，将专业术语以通

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使学生印象深刻，达到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的教学效果[13-14]。智慧树平台中的签到、点

名、抢答、答疑、投票与头脑风暴等功能可更好地加

强师生间的课堂互动。教师通过教学引导充分发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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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学习中有成就感，从而培养其

确立科学的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方法。 

2.4  丰富课堂授课与教学手段，全面提升学

生的专业学习效果 

教学期间，教师通过“对分课堂”、“翻转课堂”与
“智慧课堂”等教学手段，巩固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点

的学习，引导其正确看待食品添加剂 [15]。如根据教

学内容导入实例，学生结合专题知识开展分组讨论。

教师除进行理论授课外，还随堂准备食品添加剂的

教学实物，向学生逐一展示，适时开展食品添加剂

使用小实验，加深学生对食品添加剂的理解。教师

还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参加挑战杯、李锦记、丹

尼斯克等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用专业知识服务科

创项目，做到理论联系实践。还不定期邀请行业专

家走进大学课堂，现身说法讲解食品添加剂应用实

例，使学生把握食品产业的动态与行业前沿。同时，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市场调研活动，了解食品

添加剂的应用状况，并通过市场调研对消费者认知

予以分析，提升理解与认识，进一步树立食品行业

良知理念。 

2.5  改革课程考评体系，客观反映学生的学

习效果 

考评体系的优劣不仅关系学生学习成绩的公平

与否，而且对改进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都具有重

要意义。改革后的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

2 部分，所占比例分别为 60%与 40%。其中，平时成

绩包括日常出勤（10%）、课堂互动（10%）、课外

练习（20%）、在线学习（10%）与市场调研（10%）。

考试采用闭卷形式，考试范围应涵盖所有讲授和自学

的内容，考试内容应能客观反映出学生对该门课程主

要概念的记忆、掌握程度，对有关理论的理解、掌握

和综合运用能力。具体评价方案见表 1。 
 

表 1  《食品添加剂》课程考核计划评价方案 
Tab.1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cheme of Food additive course 

类别 内容 分值 学习要求描述 

平时成绩（60%） 

日常出勤 10 准时出勤，勿迟到早退 

课堂互动 10 课堂辩论、头脑风暴等 

课外练习 20 登录知到 APP 发表观点，登录 1 次回复问题，记作 1 分， 高分 100 分

课前学习 10 每周通过在线视频完成当周已讲授知识点的复习与下周知识点的预习 

宣讲成绩 10 实地调研与结果汇报 

期末成绩（40%） 考试成绩 40 闭卷考试 

附加成绩（5%） 附加分 0～5 课代表、组长、平台学习之星等 

 
后期课程组教师针对思政教学改革效果在学生

层面开展问卷调查，其中 92.0%的调查对象认为《食

品添加剂》课程分值分配比例合理，并有 96.8%受访

者对该教学模式表示赞同，可见教学改革已得到选课

学生的普遍认可。 

3  结语 

专业课程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渠道。高校教

师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更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因此，在《食品添加剂》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文

化自信、求实创新、诚信与职业道德教育等内容，并

与党史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对当代大学

生的育人作用，实现专业教育与品德修养共同提高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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