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十二 食品中护色剂的测定（分光光度法：样品制备） 

一、教学分析 

授课课题 

食品中护色剂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样品制

备） 

授课班级 
19食品营养与检测班 

课程名称 食品感官与理化检验 授课学时 2学时（80min）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实训室 教学模式 混合学习 

教学内容 

本课程教学内容含：模块一“食品理化检验前的准备工作”、模块二“食品样品

的采集和预处理”、模块三“食品感官检验”、模块四“食品的物理检验法”、模块五

“食品中一般成分的检测”、模块六“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检验”、模块七“食品添

加剂的检验”、模块八“食品中矿物质的检验”、模块九“食品中维生素的检验”。 

本教学内容属于模块七“食品添加剂的检验”知识章节中的项目三“食品中护色

剂的测定”。本项目以火腿肠为样品，检测其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一共 4 个学时。第

1-2 学时的内容包括：1、介绍护色剂的概念及作用；2、讲授分光光度法测定食品中

亚硝酸盐的实验原理和方法，完成样品制备和建立标准曲线。 

教材分析 

本课程是专业技能（方向）课程，使用肖芳和刘春娟主编的“十三五”高职高专

规划教材《食品理化检验技术》。教材采用项目式、工作任务型模式编写，突出技能

训练，体现“做中学、学中做”的职教特色，是职业院校理论实践一体化系列教材。 



学情分析 

⚫ 授课对象 

高职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二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  

⚫ 知识基础： 

学生已经学习过《基础化学》和《食品化学》等相关课程，为食品理化检验积累

了一定的基础，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较粗浅。 

⚫ 技能基础： 

学生已经掌握了化学分析和部分仪器分析的检验手段，会使用电子天平、移液

管、吸量管、容量瓶、量筒、分液漏斗等基本实验仪器，但操作规范性有待提高。 

⚫ 学习特征： 

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渴望具备检测岗位职业技能，动手能力强，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偏弱，主动学习的能力有待加强。 

⚫ 学习习惯： 

乐于尝试使用智能移动终端设备开展学习，喜欢“玩中学”、“做中学”，更喜欢

个性化的学习任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素养目标 

理解食品护色剂的概念及作

用。 

掌握分光光度法测定食品中亚

硝酸盐的实验原理和方法。 

能正确完成样品制备

和建立标准曲线。 

培养学生遵纪守法、恪守

职业道德的良好品质和勇

担使命的精神。 

重点难点 

⚫ 教学重点：  

掌握分光光度法测定食品中亚硝酸盐的实验原理和方法，能正确完成样品制备

和建立标准曲线。 

⚫ 教学难点：  

能正确完成样品制备和建立标准曲线。 

教学方法 

1、讲授法：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引导学生掌握分光光度法测定食品中亚硝

酸盐的知识点、重点、难点和考点。 

2、任务驱动法：教师布置任务，学生完成课前导学、课中学练、课后拓展任务。 

3、小组合作、实训探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样品制备实训操作，组员间取长补短、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教学资源 

1、教学环境：理实一体化实训室。 

2、信息化资源：“得实 e 学”网络课程教学平台、课堂派、视频、微课、flash 动

画、图片、思维导图等。“得实 e 学”网络课程教学平台和课堂派实现课前、课后

对学生资源分享、布置作业，课中考勤签到、师生互动。 

     

理实一体化实训室              “得实 e 学”教学平台（手机端） 

教学手段 

1、传统教学手段：教师讲授和演示、学生实训操作。 

2、信息化教学手段：“得实 e 学”网络课程教学平台（PC 端、手机端）、课堂派、视

频、微课、flash 动画、图片、H5 交互式课件、实训过程录像、思维导图等。 

二、教学策略 



为实现教学目标，落实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制定“12345”混合式教学策略。 

一个循环：理论→实操→理论→实操； 

两个平台：校内教学平台和企业真实平台； 

三个环节：课前、课中、课后； 

四个评价：教师评、学生评、企业评、系统评； 

五个阶段：校内学习→企业考察→校内实操→企业评价→师生诊改。 

 

“12345”混合式教学策略 

三、教学思路流程图 

本次课分为课前预习、课堂教学、课后拓展三个阶段，共 2 个学时。 

课堂教学采用“双主四环节”。“双主”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师在精讲示范教

学环节中起主导作用，讲解要根据教学重点、难点、疑点，在学生有所理解的基础上做些升华性的

讲述，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灵活运用的能力。“四环节”为“引→学→训→

评”。一“引”：案例引入课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学生思考；二“学”：理实一体化教学，教

师精讲示范，学生边看边学边练；三“训”：技能训练，实操练习；四“评”：学生自评互评、教师

评、企业评、系统评，总结提升。 



 

教学思路流程图 

四、教学实施 

（一）课前预习 

课前观看微课，课件，相关国家标准等学习资料，探究学习下列问题： 

1、食品中常用的护色剂有哪些？有哪些方法可以测得食品护色剂？ 

2、食品中常用的亚硝酸盐有什么作用？ 

2、国家标准中规定食品中亚硝酸盐的安全限量值是多少？ 

4、对照国家标准，列出测定食品中亚硝酸盐实验需要哪些仪器、试剂。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教师发布学习

资源。 

学生在线预习。 

1、利用教学平台发布学

习资源，包括操作微视

频、模拟动画、PPT、国

家标准、图片等。并发布

自学任务单。 

2、通过教学平台的学习

过程记录与统计分析功

能，快速了解学生课前

学习的整体情况。 

3.记录学生的发言次数

和质量。在线上讨论中，

按要求完成以下学习任务： 

1、学习基本理论，了解护色剂在

食品中的应用。 

2、学习相关的检测标准：

《GB5009.28—2016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

盐的测定》。 

3、完成课前测试题。 

1、培养学生自

学能力。 

2、拓展学生学

习时间和空间。 

3、了解学生对

教学内容的掌

握程度，便于展

开课堂教学。 



（二）课中学练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一 

案例引入 

（5min） 

1、播放视频：《舌尖上的中国·脚

步》，由视频中的腌肉制品引出

食品护色剂。 

2、提出问题： 

①合理使用护色剂可以改

善食物的色香味，增进人们食

欲，但是滥用会危害人类健康，

那么食品中的护色剂超标会对

人体产生哪些危害呢？ 

②亚硝酸盐作为最常用的

发护色剂之一，如何检测食品中

的亚硝酸盐含量呢？ 

引出授课主题：食品中护色

分析案例， 

探讨交流， 

回答问题。 

1、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 

2、引导学生正确评

价护色剂在食品中的

应用；引导学生做坚

定的“舌尖上的安

全”守卫者，为实现

“健康中国”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课

程思政） 

强调线上学习纪律和讨

论规则。 

技术手段 

“得实 e 学”教学平台、课堂派、视频、微课、flash 动画、图片、H5 交互式课件等： 

1、将测定方法的基础知识向课前转移，为课中实训学习争取学习时间。同时老师借助平台

了解学生对测定方法基础知识学习的掌握程度。 

2、通过教学平台推送预习资料至学生手机端，提前发布信息提醒学生预习。学生在平台上

提出问题，共同探讨。 

  



剂的测定——火腿肠中亚硝酸

盐含量的测定。 

环节二 

理实一体

化教学 

（30min） 

教师精讲示范 

1、教师结合学生课前学习提出

的问题进行解答。 

2、护色剂的概念、作用和发色机

理。 

 

3、发布思考题：为什么要测定亚

硝酸盐？组织学生讨论。 

 

4、讲述三聚氰胺事件：商家利用

凯氏定氮法的缺陷，利用三聚氰

胺提高奶粉蛋白质含量，引出食

品护色剂的测定方法，让学生意

识到选择合适的测定方法对实

学生边学边练 

1、提出课前预习遇到的问

题和困惑，组内交流、组间

交流、师生交流。 

2、认真听教师讲解，理解

护色剂的概念、作用和发

色机理。 

3、小组讨论，回答问题，

明确亚硝酸盐测定的意

义。 

4、①针对三聚氰胺事件，

谈谈自己的感受。②明确

食品护色剂——亚硝酸盐

的测定方法：分光光度法。 

5、认真解读国家标准，掌

握分光光度法对食品中亚

硝酸盐测定的实验原理。 

6、明确课堂的实验任务。

教师示范操作的过程中，

学生认真观摩学习，明确

分光光度法对食品中亚硝

酸盐测定的操作过程：样

品提取→提取液净化→配

制亚硝酸钠标准溶液。 

7、按照任务要求领取实验

材料、试剂和仪器等实验

 

1、解决学生在预习中

的困惑，为理解实验

内容奠定基础。 

2、让学生进一步认识

护色剂。 

3、小组讨论提高学生

团队合作能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 

4、①明确亚硝酸盐的

测定方法。②让学生

认识到三聚氰胺事件

归根到底是因为食品

从业者法制观念淡

薄、缺乏职业道德、

丧失道德底线。培养

学生遵纪守法、恪守

职业道德的良好品

质。（课程思政） 

5、落实教学重点。  



验结果的重要性。同时组织学生

针对三聚氰胺事件，谈谈自己的

感受。 

 

5、教师引导解读国家标准，帮助

学生准确寻找标准中重要信息

和分光光度法对食品中亚硝酸

盐测定的实验原理。 

 

6、分光光度法对中亚硝酸盐测

定的工作任务分解。对样品制备

和配制亚硝酸盐标准溶液过程

中的关键操作技能点进行示范

操作。 

 

用品。 

 

 



环节三 

实训操作 

（35min） 

1、教师在学生操作的过程中巡

视指导，对学生存在的不规范操

作及时纠正。同时引导学生自主

解决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把录像传送至企业导师端，以

便企业导师对学生的操作进行

评价。 

3、记录学生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最后课堂总结时进行点评。 

4、提醒学生节约试剂，科学处理

实验废弃物。 

1、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样品

处理和配制标准溶液： 

 

 

 

 

2、对实操过程中适时录

像。 

3、实验过程中遇到问题共

同讨论。 

4、操作结束后科学处理实

验废弃物。 

1、做中学，学中做。

有效达成技能目标：

能正确完成样品制备

和建立标准曲线。 

2、录像的形式有助于

学生进一步规范实验

操作过程。 

3、通过小组协作，提

高学生的团队合作能

力。 

4、提升学生的生态环

保理念。 

环节四 

总结点评 

（10min） 

1、在教学平台上发布思考题： 

①提取过程中加入饱和硼砂的

目的是什么？ 

②提取过程中沸水浴有什么作

用？ 

③提取液净化过程中加入亚铁

氰化钾和乙酸锌溶液作用？ 

1、在教学平台上完成相应

的思考题。 

2、认真倾听记录教师对实

验操作过程的点评，并以

思维导图的形式总结和反

思操作要点。 

3、认真倾听企业导师的点

1、以问题的形式，使

学生在引导下主动学

习（学会学习），锻炼

学生的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2、①培养学生具有严

谨的工作作风、树立



2、对学生操作过程和实验现象

进行评价。 

3、连线企业导师进行点评。 

4、组织学生自评会互评。 

5、邀请学生代表进行经验分享。 

评，了解实际岗位中检测

护色剂的注意事项。 

4、学生之间互相观看操作

过程的录像，参照评价表，

对规范操作进行评判（自

评互评），在评价中再次规

范操作技能。 

5、学生互相交流竞赛心得

体会，学生代表发言。 

职业责任感；②用思

维导图作升华性的总

结，培养学生分析、

概括和灵活运用的能

力。 

3、增强学生的就业愿

望和工作信心。 

4、多元评价客服传统

评价方式单一的缺

陷。 

5、运用朋辈教育，树

立学习榜样，引入激

励机制。 

技术手段 

理实一体化教学，利用教学平台、录像设备、幻灯片、思维导图等技术手段，实行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教学。 

（三）课后拓展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巩固深化 

技能拓展 

 

1、布置学生预习分光光度计

的使用方法。 

2、通过学习平台、微信等方

式与学生保持沟通交流，随

时给学生答疑解惑。 

3、依托校企共建的协同创新

中心，安排学生去企业见习

并进行职场体验。 

4、组织开展食品添加剂与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相关

主题演讲和海报制作比赛，

让学生学习了解我国的“健

康中国”战略，充分认识人

民健康的战略地位。 

1、预习分光光度计的使

用方法。 

2、在学习平台或微信群

提出学习上遇到的困难，

与同学和老师共同探讨。 

3、以小组为单位到企业

体验职场实战，并积极与

企业导师沟通交流。 

4、积极参加食品添加剂

与“健康中国”发展战略

相关主题演讲和海报制

作比赛。 

1、为下次课样品的测定

做准备。 

2、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

状态。 

3、提升学生的岗位体验

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增强学习信心，

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4、让学生充分认识食品

添加剂与人民健康的关

系，从而使学生具备食

品安全、健康饮食行为

的宣传教育能力；同时

结合时代命题，培养学

生勇担使命的精神。（课

程思政） 

技术手段 

教学平台推送课后作业至学生手机端，帮助学生开展自主练习。 

 

四、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 

1、学生学习主动性提升 

本次教学设计采用了混合式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分为课前学习，课堂教学和课

后拓展三个部分。课前数字化学习知识，课上实践操作内化知识，课后使用资源平台

拓展知识。采用项目教学法和实践教学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自主学习和协助

学习。教学设计强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双主四环节”的教学思

路提升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教学目标达成效率提升  

线上教学平台、视频、微课、H5 交互式课件、flash 动画、思维导图等信息化教

学手段的应用，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教和学，课前预习、课中讲解、实操活动、课

后巩固等都能用可视化的评价指标一一呈现，促进了学生个性化的学习，丰富了教学



形式、优化了教学过程、提高了教学效果。通过互动调查和教学平台测试发现，超过

95%的学生能分光光度法测定食品中亚硝酸盐的实验原理和方法，能正确完成样品制

备和建立标准曲线。有效达成了教学目标，落实了教学重点，突破了教学难点。 

特色亮点 

1、做中学，学中做 

多种教学手段的运用，教学做一体化，丰富课堂体验，让学生从做中学，从学中

做。学生技能在应用中沉淀能力。 

2、线上线下结合 

本教学设计采用信息化教学平台进行的线上自学、网上辅导和线下组织课堂教

学相结合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当前教育信息化、数字化、智能

化的特点。 

反思诊改 

不足之处：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差别，个别学生考虑问题不够全面。 

改进措施：通过对学生进行精准指导，加强突发状况处理的训练，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