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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食品分析课程特点，采用学习通的在线辅助功能进行课程思政教学初探。通过挖掘各章节中

的主要思政元素并与专业知识无缝衔接，利用超星学习通课前发送“学习资料 + 相关知名故事”，课中进行主

要知识点融入思政元素的案例设计，课后进行讨论并统计学情，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探索分析的能力，

有利于增强食品人才的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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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od analysis course, the online auxiliary function of superstar learning 

platform is used to explore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By digging the ma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each chapter and seamlessly connecting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using superstar learning platform to send 

learning materials and related well-known stories before the class, conducting the case design of the main knowledge point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lass, and discussing after class and statistics,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he ability to actively explore and analyze, which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ism and craftsmanship of foo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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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关于“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讲话精神 [1]，课题组开展了

食品分析课程思政的探讨。食品分析是食品相关专业

的核心必修课程 [2]，教学的内容包括样品的采集、前

处理方法、食品营养成分、添加剂成分和有毒有害成

分的检测原理、方法、步骤和数据处理等 [3]。多年的

教学发现普遍存在如下问题：①内容多且繁杂，难以

抓住重点，学生学得不够深入。②学生主动性不强，

知识系统性掌握能力不强。③毕业论文中涉及具体问

题知识迁移性不强。因此，食品分析的传统教学改革

势在必行。课题组成员充分加强课程思政方面的教学

培训，并利用多年的教学、改革经验，积极推行食品

分析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与探索。另外考虑到超星学

习通等在线教学平台的优势 [4-6]，课题组利用学习通贯

穿教学的全过程，在教学中无缝融入思政元素，进而

提高学生的主动、系统地进行学习的动力，力求培养

出不仅专业基础扎实，而且具有文化自信的职业素养、

热心奉献的敬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复合型

食品人才。

1　加强教师的课程思政和教学改革研究能力

课程思政不仅要求教师们具有丰富专业课程知

识，而且要求有育人的情怀，具有会利用三全育人与

课程思政建设中相应的方法和途径的能力。课题组成

员均为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丰富的高校教师，主

动进行了课程思政等相关教学的培训和研讨，同时参

加了“在线教学、学习革命、质量革命”暨 CIQA 成

立一周年主题论坛的学习培训。通过培训认识到了积

极推进课程思政、推进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深入挖掘

思政元素的重要性，得到了推进课程思政的方法，尤

其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自然融合课程思政潜移

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7]。

2　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等教学平台的利用

为了使学生学习时间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采用课

前、课中和课后三部曲的形式充分发挥在线平台通信即

时、信息量大的功能特点。下面对各步运用进行分节介绍。

2.1　学习通上自建食品分析课程

课题组成员充分利用学习通、腾讯课堂、腾讯会

议等在线教学平台以及QQ群进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从而实现了即时、形象、全方位地进行课程思政的便

利 [5]。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上利用学习通自建食品

分析课程，如图 1所示。上传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表、

章节内容：如视频、PPT、知识点习题、章节作业和

章节总结等；此外还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关时

事热点等知识点拓展材料。

图 1　自建食品分析课程章节安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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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充分利用学习通的各个功能

学习通的功能很强大，可以上传不同格式的文件，

包括文档文本、动画视频、超级连接等，此外还具有

签到、线上布置作业、线上讨论和数据统计等多种功

能 [4]。利用超星学习通课前发送“学习资料 + 相关知

名故事”，课中进行主要知识点融入思政元素的案例

分析，课后进行讨论并统计学情。

2.2.1　课前推送“学习资料 + 相关知名故事”

提前一周推送学习资料和建议观看的视频和网

站，并发送通知。通过视频和相关时事热点便于更形

象地展示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还便于追

溯前沿、与时俱进，提高学生的使命感和探索精神。

另附具体内容如精心制作的 PPT、视频等便于学生课前

预习和课后巩固，从而有利于夯实基础，不做无根之木。

2.2.2　课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案例分析

一般对重要的知识点合适融入思政元素，一般是

一到两个章节进行相关视频播放并提出问题，然后根

据问题分析无缝融入思政元素，从而使学生积极探讨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课题组在重要知识点授课中

所引入的主要思政元素。

（1）在样品预处理方面引入获诺贝尔奖的屠哟

哟采用乙醚提取青蒿素治疟疾的案例分析，讲述她对

其中的 200 多种中药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历经 380 次
失败，但是通过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 1971 年利

用乙醚在低温下提取青蒿素获得抗疟成功的事例。此

案例既强调了预处理方法的重要性，又有利于增强学

生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以及面对失败的正确态度和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在凯氏定氮法中引入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

使得大头娃娃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并联想到把蛋白

粉固体饮料当作奶粉使得小孩营养不足的食品安全问

题，进而阐述蛋白质的重要功能和蛋白质含量的准确测

定的重要意义。此外还引出食品分析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敏锐地把发现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是利用了凯氏定氮法

测蛋白质含量的漏洞，强调食品人的责任与担当。此案

例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解决问题的动力。然后，进

一步从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含量入手，分析 N 含量与

蛋白质含量的关系以及如何有效地测得蛋白质氮并排除

非蛋白氮的影响。从原理入手讲述凯氏定氮法的 4 大
步骤：消化、吸收、蒸馏和滴定。从实际工作中常见

消化难的问题和在工厂里化验工作过程中因为突然停

水有毒气体冒出的现象重点阐述如何克服不利于环保

的因素，并讲述消化不完全的弊端和有效改善措施。

从消化不完全、消化速率慢的现象说明速率就是生命，

强调要重视催化剂选择的开拓创新思想。

（3）在油脂理化指标的测定中引入地沟油的相

关案例，强调职业素养，以及如何有效、快速判断地

沟油指标的方法以及利用地沟油制作生物柴油的变废

为宝的环保意义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4）在食品添加剂的测定中引入苏丹红、三聚

氰胺等非法添加事件，强调要明辨是非，会区分食品

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会准确测定食品添加剂从而对

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在进行重金属和

其他有害物质的测定中讲述镉大米、花生中黄曲霉素

中毒的案例强调食品检测和监督的重要作用，强调安

全意识和提高检测灵敏度的重要性，以增强学生对检

测方法进行改进的动力和决心。

（5）在实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方法的评价中，

讲述数据失真、数据造假和剽窃的反面案例，强调实

事求是的态度和诚信理念。并进一步要求学生进行毕

业论文和以后的工作、科研中要注意科学道德，要保

留好原始数据、不篡改数据，要具备良好的科研素养。

重点案例分析中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模式。

线下可以利用学习通的投屏功能，也可以利用直播方

式来增强面对面的真实感，尤其对于重要的案例分析，

应采用直播形式。考虑到对各软件的使用说法不一，

普遍反映效果较好的是 QQ 课堂和腾讯会议，课题组

采用试验方法进行讲课，然后采用问卷方式进行投票，

投票结果如图 2 所示。根据调查结果采纳了绝大多少

学生的意见，运用腾讯课堂辅助直播的教学方式，考

试结果理想，也印证了尊重事实、民主调查的重要性。

图 2　问卷调查学生使用腾讯会议和腾讯课堂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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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课后进行讨论并统计学情

利用学习通的签到、线上布置作业、线上讨论和

数据统计等功能，发现学生掌握不足的知识点，进行

查漏补缺。①对于客观题和主观题作业进行分别布置，

使学生提前知道自己的掌握程度。②利用评论、评价、

讨论等互动方式，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掌握。③对

阅读知识点、完成课堂作业的正确率等情况进行学情

统计和成绩统计，从而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以

便于快速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④合理分配

各项任务所占的成绩比例给学生定成绩，体现公平、

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3　结语

对于食品分析这门专业核心必修课程，课题组利

用学习通、腾讯课堂等在线教学平台辅助教学，对各

主要知识点无缝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促使学生掌握食

品分析原理和食品分析方法，能够对食品中的相关成

分进行规范地检测和应用，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尚的

职业素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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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不得使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监督抽检的项

目“不做判定”不合理，而检验机构采取“不得使用”

的判定也不合理。检验机构只能对产品做出判定，产

品只能是“不得检出”，即使是监督抽检的样品，检

验机构的结论也只能做到“不得检出”，至于生产前后

是否有使用和消耗，应由监管部门去调查和下结论，所

以监督抽检的最终结论应该是监管部门下结论，而不是

检验报告里的检验结论，检验机构只能对来样负责。

4.3　扩项发展没有结合当地区域特色

目前，由于经费和各种因素的影响，扩项大多

安排在实验室搬迁或者大型仪器采购之后的不长时间

内，新增的项目大多参考其他地区的同类检验检测机

构，造成后期正常运行时的诸多不便或者意义不大。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产品，扩项时，多关注

地方特色产品的企业标准或者当地企业紧缺的技术力

量和设备条件，有针对性地扩项发展，不仅可在今后

的机构运行和发展中助力地方企业做大做强，还能开

展地方标准制修订、科研难题攻关等更具有技术挑战

的工作，力争在同质化检验较为普遍的现实情况下脱

颖而出，走在同行业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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