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3), 621-62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3102   

文章引用: 张世奇.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3): 621-625. DOI: 10.12677/ces.2021.93102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研究 

张世奇 

岭南师范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 湛江 
 

 
收稿日期：2021年5月16日；录用日期：2021年6月14日；发布日期：2021年6月21日 

 
 

 
摘  要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专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国内高校理工科普遍存在的

“重理论、轻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弊端已初见端倪，大学生“就业难、难就业”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今

社会热点。如何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能力，使他们更快适应社会的需求，为学生的未来就业奠定良好的

基础，也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以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对其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与

原因进行分析，着重探讨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构建“321”人才培养模式，

以期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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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scale, the adjustment of major structure and the demand 
of society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at-
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ory and ignoring practice”, which is common in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ve begun to emerge.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 dif-
ficulties and difficult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 hot social issue. How to im-
prove the career competitiveness of students, so that they can adapt to the needs of society sooner,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ture employment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now. There-
fore, taking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
lems and causes of its training mode, focused on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 talent training mode 
with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training as the core, and constructed the “321”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order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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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食品科技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安全、健康和营养食品的需求，是

当前食品行业所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作为一个综合应用型专业，如何培养食品

行业急需的专业应用型人才，构建更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培养该专业人才的高校必须面对的问

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源关键在于寻找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口，提升地方高

等院校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教育的重视度，最终达到为食品行业提供可持续性优质服务和输送优秀技

术型人员的目的。 
2020 年 7 月，全国职业能力建设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聚焦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

和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工作目标，指出以稳定和扩大就业为导向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因此，进

行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成为当前专业本科生教育领域研究与改革的重点。 

2. 当前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才培养模式问

题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议题。但时至今日，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依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

薄弱环节，一些地方本科高校对此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辽宁医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在知识经

济时代、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高校毕业就业难的背景下提出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3 + 1”双线双循环

人才培养模式，利用学校与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采取课堂教学与参加实际工作有机结

合的方式培养不同用人单位需要的应用型人才[1]；锦州医科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提出校企合作“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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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企业从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培养过程到就业全面合作的新型校企共育人

才的培养模式[2]。此外，一些学者也对地方新建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研

究和探索，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和应用型课程体系建

设等方面。如刘巧芝等[3]以职业能力为导向，探讨了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人才模式的构建；雷颂等[4]对
转型发展期地方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初探进行了论述等。 

上述研究和探索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国内仍普遍存在重专业教育却轻综合素质能力培养的问题，

从而出现学生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却缺乏工作实践能力的问题。此类现象归根结底是高校人才培养模

式问题，地方高等学校仍然普遍存在应用型和实践型的培养特色不够鲜明，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人才

培养模式、评价标准等还不够科学，与职业岗位要求相适应的培养模式还没有真正形成等问题。所以，

转型发展应用型本科是地方高等学校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而构建长期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是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关键，也是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 

3. 新型食品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措施 

针对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结合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特色以及国外发达国家取得良好效果的人

才培养模式，笔者提出构建“321”人才培养模式的设想，即 3 种能力：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2 个阶段：校内学习阶段和校外实习阶段；一体化评价管理机制(学校与企业用人单位)。在培养食品科学

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的过程中，从新生入校开始，落实上述两个阶段将颇具本地特色的学科建设、课程

体系和教学方式有机融合在“321”人才培养模式当中，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3.1. 创新教学手段、教学模式多元化 

传统的教学手段较为单一，教学形式刻板，学生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且效率较低。随着现代科技的

发展，新时代的教学手段和形式应与时代的要求有机结合，以适应当代大学生对高质量、多样化、个性

化教育的诉求，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课堂讲授法以及理论教学形式[5]。以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该

专业的传统教学以理论课程和验证性实验为主，仅凭借按部就班的学习，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课程内容的

本质，从而对其主动性和创造能力的发展产生严重的阻碍。因此，使用新的教学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学

模式势在必行[6]。一方面，在教学手段创新上，可融入新的元素，使用互联网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

在线课堂、雨课堂翻转课堂和幕课等，依据本专业背景以及教学内容来整合各种教学手段，发挥其优势，

助力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以加强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主线，通过对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将现有的教学思想、目标、方法、过程、手段、内容和时间，以及评价等具体指标进行优化，为传统教

学“减负”。 
特色的教学模式设计应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关注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旨在提高学生的应变能

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原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创意构思和教学模式，让学生体会产品设

计及各种技能的综合应用，进而增强其真操实练的能力，缩小与企业用人需求之间的差距[7]。食品科学

与工程专业侧重实际应用，不仅要求学生会使用实验室常用仪器，更注重学生对相关食品企业中的流水

线工艺以及大型设备的熟知和理解。传统的教学模式局限于理论教学，仅仅依靠线上的理论讲解难以使

学生对该设备以及相关流水线工艺流程理解，现场操作更无从谈起，这也是众多地方高校所普遍面临的

问题。其具体解决措施如下：① 可购买日常中小试设备，加开相关实操课程；② 引入该专业虚拟仿真

课程，让学生通过虚拟再现的手段对相关食品企业的大型流水线仪器设备进行操作，达到既定的教学效

果。通过上述措施，学生能理论联系实践，对自身定位以及相关食品企业的需求更加明确，学生自信心

以及就业竞争力也会随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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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侧重实践教学、构建专业课程体系 

基于传统教学观念的限制，虽然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属于工科专业，但其课程仍然以理论为主，实

践教学占比较少，存在应付教学任务的现象，这导致本专业毕业生出现实践操作能力差、综合素质低，

所认知的行业技术知识陈旧，与行业发展脱节，缺乏职业竞争力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可采取以下措

施：① 利用现有实验条件及学科优势，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和大学

生创新创业基金项目等科研活动；② 改革实验教学内容，加强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③ 加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将学生送到生产一线进行生产实习，熟悉生产环节

和生产过程，增强学生的实践技能与创新能力。这些课外实验实践活动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加深学生对课堂上所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同时也促使学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科技

创新意识，使其实践动手能力得到提高。 
结合本专业的特点和社会需求的实际情况，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制定具体教学计划，分析理论教学

相关课程，优化教学内容，合理分配理论课程学时数，重点是教学计划核心的确定。针对原来教学计划

中专业课程较多、无明确方向及专业核心内容、无法突出其专业特色及优势等问题，应将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精髓融入到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当中，遵循“一专业应对一行业、一课程获得一技

能”的理念，确定本专业的主干课程，使学生毕业时具备食品研发、食品加工、食品保藏和食品生产技

术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具有科学研究和成果推广的基本能力，具有在食品企业、食品质量管理部门、卫

生监督机构及国家机关中从事食品研发、生产、管理、分析检验与质量控制的能力。 

3.3. 提升职业能力，实施渐进式培养 

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其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应用在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上可以具体

化为三种能力：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三种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学习能

力培养方面，新生入学后，可进行为期一周的认知学习，选择有代表性的本地企业(如湛江市的国联水产、

可口可乐公司、金海糖业以及华威饼干等本土特色企业)进行参观实习，通过实习了解食品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主要内容，以及企业管理、文化和运行等相关知识，让学生对本专业前景以及未来就业有一定的认

知，随着后期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陆续开设，可增加专业导论性课程，如增开“轻工类学科前沿讲座”，

旨在强化学生的工程素质。此外，专业选修课进行精细化分类也可让学生根据自身爱好选修食品加工工

艺类、食品安全检测类以及食品微生物类等，在求同存异中突出差异化，更大程度的激发学生对本专业

的学习兴趣，提升其综合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培养方面，高校开设的实验课程与企业生产实践双线并行，

让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在高校实验室以及企业生产实践中均能得到验证，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生产实践能

力，达到该类型企业上岗的能力要求，提升其职业能力，成为更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创新能力

培养方面，通过最后的本科毕业设计环节，结合学生企业实践情况进行专项实验设计及研究，通过解决

当前企业生产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使学生完全具备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

成为具有较好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4. 总结 

综上，“321”人才培养模式覆盖大学生涯的全过程，专注于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为提升大学生职业能力服务，并立足于岭南师范学院以及粤西地区相关食品企业及检测单位的实际，辅

以“专业结合行业、实践结合创新、创新结合创业”的课程体系等教学活动改革，从而打造出一条适合

培养“准职业人”的道路，实现学校和社会的完美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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