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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食品检验专业教学中进行责任公民意识培养的有效途径，从教师辅导员到宿管后勤，从思政课程到课
程思政，从学校到企业，创新教育模式，发扬工匠精神，协同育人全员育人来培养学生的责任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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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ffective ways to cultivate the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food in-
spection specialty. From teachers to dormitory administrator，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professional courses with moral
education，from college to company，applying new teaching mode and craftsmanship spirit，all faculty members and all parts of
education engage in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in a coordinate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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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国计民
生的大问题，关系着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吃得健康、
吃得安全”，食品安全意识不断增强。然而近年来，
食品安全事件屡有发生，如三聚氰胺、瘦肉精、苏
丹红、地沟油、染色馒头、塑化剂、孔雀石绿、牛
肉膏等，人们的餐桌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并引起
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担忧与广泛关注。虽然我
们国家食品安全法律在不断完善，但这些食品安全
事件还是屡禁不止，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
食品生产经营者一味追名逐利、道德意识淡漠，责
任意识缺乏[1]。食品的安全保障，离不开食品供应链
每个环节个体的努力，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不能仅
依靠政府及法律的规定，还需要道德的约束，靠食
品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来约束，以公民责任意识作
为内在价值尺度来杜绝食品安全问题[2]。习近平总书
记早在 201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深
刻指出“食品安全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关系中华民

族未来”。因此，在高职院校中培养和提高食品检验
专业学生的公民责任和安全责任意识迫在眉睫。

1 食品安全领域公民责任意识内涵

公民责任体现在对国家、社会和个人负责。国
家层面上，在食品安全领域，无论是生产经营者还
是消费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应以不损害国家
利益为前提，如生产质量不过关的食品会影响公民
的身体素质、威胁公民的生命安全，增加的医疗支
出会造成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同时还会降低人们对
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及整个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所以生产和销售不合格食品是对国家不负
责的表现。社会层面上，在食品安全领域中，生产
经营者应恪守职业道德、诚信经营，为民众提供安
全放心的食品。同时，食品行业从业人员应自觉维
护食品行业秩序，努力求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
调一致。个人层面上，在食品安全领域，生产经营
者和消费者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和他人
的健康负责。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而言，必须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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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过程保证食品安全，为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负责。
对消费者而言，在消费过程中不损害他人利益，若
明知自己有传染病就应避免去公共场所就餐，以免
危害他人健康。同时，消费者也要提高自己的消费
能力，并且对自己消费产生的后果负责。消费者可
学习相关食品安全知识，提高鉴别假冒伪劣食品的
能力；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合法途径维护
自己的权益，这也是为自己健康负责[2]。

2 教学中公民责任意识培养的有效措施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目标，“育人”是教育
的根本立足点。因此，在高职院校开展食品检验专
业教育教学过程中，除了必要的食品检验知识和技
能培养之外，思政教育就成了提升食品专业学生道
德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培养学生爱国、诚信、遵
纪、有较强的责任公民意识。
2.1 学校上下全员育人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来，为满足新
时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在专业教学中
确立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工作理念。高校思
政工作必须构建协同一致、合力育人的思想政治格
局，使学校各方力量、各种资源都发挥育人功能[3]。
要求从教师、辅导员到后勤职工全员参与学生的德
育培养工作，做到教书育人、服务育人。教师的职
责是教书育人，在传授知识的过程用自己的人格、
品德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辅导
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
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
和指导者”[4]。教师和辅导员定期组织学生在校内和
校外开展一系列主题特色活动，如利用校园广播、
演讲比赛、宣传橱窗、展板、校园网等宣传阵地，
进行食品安全事件讨论解析或播放相关视频开展食
品安全教育，让学生做到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
有效发挥学校育人主渠道，提升教学效果，营造良
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此外，高校后勤职工在为学生
服务时也主动担起育人之责，把育人贯穿于服务过
程中。在服务过程中，除了精湛的技术能激励学生
努力学习外，文明、热情、礼貌的态度也会使学生
感知道德的力量，引导学生健康成长[5]。为此，学校
经常开展全体教职工培训活动，提高育人队伍的自
身的学识和道德素养，并建立一系列教职工考核激
励机制，提升全员育人的意识和积极性，保障全员
育人工作的顺利开展。
2.2 推进课程思政，充分挖掘专业课育人功能

课程思政是致力于构建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有
机结合的大思政教育体系，食品类的课程都有其特
定的知识体系，因此挖掘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成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比如
在“食品掺伪鉴别检验”“食品卫生与安全监管”
等专业核心课程中提出了思政教育的具体措施。为
了提高教学有效性，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发挥学生主
体作用，教学方法从传统的教授法转变为行为导向
教学，包括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情景模拟、角色
扮演等。课程在导入时，不仅向学生介绍课程主要
内容、学习目标、重点及难点，也要介绍课程的德
育目标。在具体介绍某一类食品掺伪鉴别检验时，
分析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掺伪掺假的动机，适时融
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强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公民责任意识；
在讲到食品安全问题时，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让
学生从反面深刻认识到缺乏诚信的危害性，使学生
脑海中深深烙上诚信的印记。专业教学过程中学生
不仅掌握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还逐渐树立科学
严谨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较强的团
队合作意识。另外，通过时政实例引导学生就我国
目前对外贸易局势如何打破僵局维护我国利益，培
养学生的爱国热情[6]。对专业课进行课程思政改革是
新形势下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趋势和
要求，是培养食品检验专业学生公民责任意识的主
要途径。
2.3 开拓校外资源协同育人

高职高专院校的目标是培养社会需求的高质量
应用型人才，这就决定了高职院校在学生培养过程
中必须充分挖掘行业企业资源。比如，每年组织学
生参与所在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的食品安全事
故应急处置联合演练，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参与实战
演练，获得了处理实际问题的锻炼机会，同时学生
在此过程中思考：食品安全事故如何处理？此事故
产生的原因、危害，如何预防？通过实际案例的讨
论分析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帮助学生形成
诚信意识、公民责任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除了利用行业企业的设备、
环境优势，使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获得专业操作
技能和实际工作经验，提升学生的职业意识及市场
竞争力外，还可以从企业师傅言传身教中学到食品
人认真严谨、实事求是、诚信守法、责任担当、爱
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将工匠精神的培养深入贯彻到
实践课程之中，将工匠精神转变为实际素质，以潜
移默化的方式，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3 结语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人人有责，构建和谐社会必
须树立公民责任意识，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对食品
安全应负有的责任，将维护食品安全作为自己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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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教学过程中校内校外协同育人，全员育人，
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意识，守卫食品安全，热爱人
民，尊重政府，维护国家荣誉，促进社会稳定，为
食品领域的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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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创新创业的平台已经搭建不少，但是
各学院具体专业教师并没有充分利用，而且缺乏了
解和相应的应用手段。因此需要通过课题研究协调
体制机制，使教师更加有效利用这些平台，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结合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竞赛，针
对大学生中创新创业有兴趣并具有潜质的学生，组成
创新创业小组，开展实体化创新创业活动，推动创新
模式公司化，探索大学生公司模式下的创业模式。
2.3 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

创新创业教师队伍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建
立了好的创新创业体系，但没有稳定的教师队伍是
无法达到创新创业目标的。一是建立校内外创新创
业联盟，广泛吸纳创业成功人士，建立校外创业导
师经常联系指导机制；二是建立校内激励机制，鼓
励教师创业、吸引教师愿意付出，热心创新创业指
导；三是培养一些创新能力强的年轻教师，提高他
们指导创新创业教育的能力和创业水平。

3 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具体措施

为了稳步推进创新创业教，需从以下几个方面
有具体措施和行动。

（1） 建立新型的创新创业与专业建设有机融合
的人才培养方案。将创业课程引入人才培养方案，
确定相应的培养目标，理清人才培养方案中通适教
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逻辑关系，把
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安排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由
专业负责人和教授团队负责落实。

（2） 课程大纲。选择或编写创新创业教育相关
教材，编写相关课程教学大纲，由具有创新创业经
验的教师，包括校外专家进行编写和建设。

（3） 指导队伍。遴选包括成功创业者、酿造工
艺设计大赛、化工设计大赛指导教师、创业设计大
赛指导教师组成的教师团队，以创新创业模拟项目
为纽带，指导学生选课、研讨、撰写商业计划书、
参加各类创新创业设计大赛。

（4） 步骤和规范。选择 1~2 个较为成熟的团队，

解决创业实战孵化的基本步骤和规范等问题，帮扶
实现创业的起步阶段，建立了 1~2 个实体公司，用
于大学生创业实战。

（5） 体制机制。建立高效的多部门协调机制，
解决传统教育体制无法涵盖的问题。

4 结语

通过近年来实践，依托“鄂西特色生物产业链
关键技术研发协同创新中心”，紧密结合武汉国家生
物产业园宜昌分园核心生物企业需求和全国生物产
业发展前沿，开展生物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的构建和实践，极大地提升了生物产业人才的培养
质量，培养了一批一厚 （基础厚）、二高 （志向高、
素质高）、三强 （创新创业力强、社会适应力强、自
我发展力强） 的多层次、应用型、个性化的生物工
程专业高级专门人才，在原由生物工程人才培养课
程体系基础上，从“专业教育与创新教育”“通适
教育与创业教育”相融合的角度，突破目前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缺乏系统设计、课程内容与实践脱节等
问题，打造一个多层次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
系，为相关专业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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