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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果蔬中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的检测”是高职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核心课程《农产品安全检测》中

农残测定模块的核心内容。本项目以培养严谨诚信、实事求是的农残检测员为目标，基于岗课赛证一体

化教学设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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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tection of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residues 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s the core cont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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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sticide residue detection module in the core course “Safety Dete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
uc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and quality detection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The project aims to cultivate strict, honest and practical agricultural disability testers.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design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and certification, the project always 
adheres to the student centered, teacher led, and uses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which 
has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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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和人民最为关注的

问题之一。本着培养德才兼备的食品检验人才，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农产品安全检

测》课程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紧扣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依托“一库”(农产品与食品质量检测

技术国家资源库)、“三平台”(智慧职教课程平台、仿真平台和实训平台)与信息化技术，采用理实一体、

任务驱动等行动导向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构建了“岗课赛证”融通、技能素养融合的培养体系，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有效达成培养目标。 

2. 整体教学设计 

2.1. 基于岗位重构模块，“岗课赛证”融入内容 

为不断适应行业发展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课程组通过岗位调研、毕业生回访、麦可思大数据，梳

理企业检测岗位实际需求，融入技能大赛的技能点[1]、1 + X 粮农食品安全评价证书职业资格要求，以

及农产品检测新标准、新规范，紧扣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标准，拓展国规教材《农产品安全检测》教学

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整合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的相关内容，将教学内容重构为 4 个模块 10 个项目，每个

项目都是选取农产品中有代表性的安全指标开展检测，按照先快检初筛，再仪器定量检测的工作流程递

进设置工作任务(见图 1)，使课程内容与岗位需求相贴合、与证书考核相适应、与技能大赛相融合。 
项目“果蔬中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的检测”为模块三“农药残留检测”项目一，共计 16 学时。按照食

品安全监查的检测流程，分解成三个任务，适合不同检测环境的“速测卡法测农残”和“酶抑制率法测农

残”，开展定量检测的“气相色谱法测有机磷类农药残留”，任务难度逐渐递进，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2.2. 基于学情制定目标，厘清重点预判难点 

2.2.1. 学情分析 
课程授课对象为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二年级学生，该专业学生来自中职和普高，化学基础有

差异。课前通过学习平台、虚拟仿真的数据统计，结合教师先前授课经历，得到以下学情：在知识和技

能基础上，学生能依据国标进行实验准备，但对检测步骤不能深入理解，且对农药及其残留认识较少，

因此在任务安排上，需强化农残背景知识的学习，引导学生探究式学习农残测定的原理；在认知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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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ructure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Safety Inspe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图 1. 《农产品安全检测》课程教学内容结构图 
 
能力上，学生具有一定开展农产品常规检测的能力，有快速检测基础，但气相色谱仪对进样要求更高，

因此其样品预处理能力有待提高，规范意识和严谨的态度均需强化，故本项目需要通过虚实结合来操练

技能，系统思政来提升素养；学习特点上，结合前两个模块的教学反馈，学生在虚实结合的技能训练中，

目标达成度更高，可见他们能很好的借助虚拟仿真、交互动画等信息技术辅助学习。另外，教学中发现

有 2 名同学认为检测员采样工作量大，样品测定强度高，职业认同感较低，导致实验不积极不主动，需

加强劳动教育和职业荣誉感的培养。 

2.2.2. 教学目标与教学重点 
基于学情分析，以课程标准为依据，结合技能大赛技能点、1 + X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以及有机磷类

农残测定的最新标准，确定了本项目的教学目标与教学重点。 
素质目标：培养学习能力和检验员职业荣誉感；培养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树立科学严谨的检测态度、实事求是的报告作风和诚信担当的质检品格。 
知识目标：熟悉农药及其残留的基础知识；掌握农残的快速检测方法(重点)；掌握气相色谱法测定

有机磷类农残的原理和方法(重点)。 
能力目标：能使用速测卡法和酶抑制率法快速筛查农残(重点)；会依据国标制定检测方案；能进行

果蔬样品的预处理(重点)；会使用气相色谱仪检测有机磷类农残(重点)。 

2.2.3. 教学难点 
基于教学目标和岗位核心技能，结合学情分析、学习平台中往届学生的学习数据，以及教师教学经

验，预判了本项目的教学难点为农残的提取与浓缩以及气相色谱仪的规范操作。 

2.3. 着眼目标选定策略，全程监测灵活组织 

为有效达成教学目标，本项目采取的策略有： 

2.3.1.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成立现代学徒制班和订单班，签约技能大师工作室，安排课程组教师定期挂职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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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协同经验丰富的能工巧匠将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教学案例。校企深度合作，共同组织教学，开发教

材、信息化教学资源，开展产学研与专利申报，联合举办校际技能大赛，贯彻“岗课证赛”融通，实现

校企协同育人常态化。 

2.3.2. 任务引领，情境育人 
对接食品检验岗位，由企业技能大师发布真实工作任务——检测果蔬中有机磷类农残，学生接受任务并

在教学做一体化的农产品检测实训中心实施任务，做到与企业工作场景无缝对接。学生在教师引导下铺设工

作思路，在实训平台开展理论和实验学习，在仿真平台开展仿真演练，在色谱室上机测定，充分调动学生自

主学习。课后实训中心向学生开放，由实验室值班老师指导设备使用，为学生提供了实训的第二课堂。 

2.3.3. 虚实结合，实践育人 
在速测卡法、酶抑制率法快速测农残中，通过虚拟仿真强化学生对原理和流程的理解，可轻松开展

课内外“云实验”；在气相色谱法测定有机磷类农残任务中，通过仿真实训和交互式动画，分解样品的

制备、提取与浓缩过程，规范操作；通过仿真软件轻松实现虚拟设备一人一机，化解设备昂贵、数量有

限的局面，解决教学重难点。 

2.3.4. 全程监测，精准育人 
任务实施过程中，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深度学习，将“查状态、找差距、想方法、

核成效”融入课前预学、课中精学、课后促学、课程改进的一体化教学，实现教与学全过程的信息采集(见
图 2)。通过多元多维评价，实时跟踪学生的知识掌握度、过程参与度、技能熟练度、结果准确度等状态，

方便教师及时进行调整，优化实施策略。 
 

 
Figure 2. Teaching monitoring strategies 
图 2. 教学监测策略 

2.4. 思政育人润物无声，人才培养德技并重 

结合课程特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采取文化涵养、榜样引领、素养浸润的方式将思政元素与课程

内容有机融合，思政要素见图 3。以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激励学生探究本质、实践出真知，团队协作、合

作共赢；以劳模为榜样，传承匠心匠艺；将素养渗透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在任务一中，通过从大量样品

中筛查可疑样品，让学生感受到检测无小事，树立职业责任感；在任务二中，深化严谨细致的职业操守；

在任务三中，强化精益求精、安全规范意识；全程培养劳动习惯；在数据记录和报告撰写中培养敬业诚

信意识；在成果展示与交流中，让学生深刻体会创新和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让素质培养与知识传授同频

共振，树立学生对职业热爱、对工作执着、对报告负责的职业意识，实现思政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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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project 
图 3. 项目思政要素 

3. 教学实施 

3.1. 整体教学实施方案 

本项目以国家标准为依据，将有机磷类农残检测按照先快检初筛，再取可疑样品定量检测的工作流

程转化为三个学习任务。依托“一库三平台”，从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撑。在教

学内容中有机融合品德素养与专业技能[2] [3]，借助丰富的教学手段与方法，有效解决重难点，达成教学

目标，教学整体实施方案见图 4。 
 

 
Figure 4. Overall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eaching 
图 4. 教学整体实施方案 

3.2. 具体任务实施过程 

以任务三“气相色谱法测定有机磷类农药残留”为例。鉴于任务综合性强、难度系数大，我们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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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源的知识、技能基础有差异这一情况，以“中职–普高”混合分组的方式组队，锻炼学生的沟通

协作能力，以互助的方式共同学习知识点、演练实操技能，具体教学实施过程见图 5。 
 

 
Figure 5.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diagram 
图 5. 教学实施策略图 
 

课前，学生预学感知检测任务，教师通过课前测试完成学情前测；课中教师梳理在课前“问诊把脉”

中发现的问题，于课上情境导入，呈现问题，学生厘清知识，分析问题，通过交流碰撞解决问题完善方

案，采取虚实结合的方式实施检测任务，最后交流评价。课后学生通过课证融合练习，举一反三，了解

新方法新技术，在拓展中反思提升。整个学习过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导、析、练、评”环

环相扣，学生在深度探究中解决重点，在虚实演练中突破难点。通过课程思政，将食品检验岗位所需的

职业素养有机融入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培养过程中，引导学生形成“科学严谨、诚信担当、实事求是、

守护食品安全”的价值观。 

3.3. 考核评价体系 

为提高学生的岗位技能，构建了多主体多维度、过程与结果并重的教学评价体系(见表 1)，将学习的

全过程考核。为更好的跟踪实训过程，校企合作开发了“iFood 检测”软件，让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可视化，

整个过程可记录、可分析、可反馈。针对特殊个体，关注其发展过程，对进步显著的同学给与“成长卡”

的荣誉，可按规定折算成附加分计入课程总评。 
 
Table 1. Multi-subject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多主体多维度评价体系 

 
理论知识 虚拟实训 实操演练 报告、交流 拓展学习 1 + X 

成长进步(附加分) 
(15%) (20%) (20%) (20%) (5%) (20%) 

评价平台 职教云 仿真平台 iFood 检测 职教云 职教云 理论 + 实操  

评价维度 知识掌握度 过程参与度 技能熟练度 结果准确度 反馈有效度 全维度 全方位 

评价主体 平台 平台 平台、教师 校企教师学生 校企教师 考评员 校企教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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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成效 

4.1. 学以致用，激发专业自豪感 

在学习了农药残留及相关知识后，学生多次在“校园文化节”、“学子进社区”、“中小学生职业

体验日”、“食品安全科普周”等社会实践活动中，参与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农残家庭快速检测，既巩

固课堂所学，又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学生在开展社会服务，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过程中，专业自豪

感油然而生。 

4.2. 学有所成，实现目标达成度 

“互联网 + 教学资源”环境下的任务引领、虚实结合的教学策略帮助学生牢固掌握专业知识和实践

技能，学生的专业认知与检测报告书写能力显著提升，能做到报告填写严谨、实事求是，对依法检验、

科学检验高度认同。学生参加了第三方考核，通过率 100%；参加了 1 + X 粮农食品安全评价(高级)考证，

比全国平均通过率高出 10%，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4.3. 学有所获，提升学生竞争力 

学生通过本项目的学习，连续多次参加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在比赛项目“黄瓜

中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的检测”中获得全国二等奖 4 次；参加全国食品营养与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在“食

品中农药残留检测”中获得三等奖。通过参加专业赛事，与兄弟院校广泛交流切磋，提升了专业影响力。

同时，促进竞赛与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相结合，实现以赛促学、学赛结合，提升学生竞争力。 

5. 反思与改进 

5.1. 特色与创新 

5.1.1. “岗课赛证”融通，校企合作，实现协同育人 
充分发挥校企深度常态合作的优势，以课程体系为核心和载体，引入 1 + X 证书考核内容和评价标

准，融入技能大赛的知识点、技能点，紧跟行业新标准，与时俱进。校企共同开展教学的组织与评价，

实践探索了课岗对接，课证融合，课赛融通，实现校企协同育人常态化。 

5.1.2. 虚实结合，跟踪评价，实现科技育人 
采取虚实结合的方式实施任务，全过程配套虚拟仿真实训，提供通畅的在线检测环境；实操过程全

记录，“iFood 检测”全程跟踪，方便教师调整教学方法，提供课下第二课堂实践诊改，保证人才培养质

量。 

5.1.3. 多措并举，助力学生成长，实现全面育人 
校企教师在传授专业技能知识过程中，创设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情境，激发学习热情，引导学生探究

式学习，着力学习力的形成与提升；有机融入敬业、劳动、匠心等思政元素，注重学生精神力的培养、

价值观的塑造；教学评价中关注个体差异，将学生纵向学习全过程与横向发展相结合，力求让每一名学

生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实现全面育人。 

5.2. 诊断改进 

课程考核过程中虽然探索了增值性评价，但评价维度需进一步完善，更多的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

终身发展。职业技能高速迭代，检测技术日新月异，学习能力凸显重要。教学中我们尝试采用引导学生

探究性学习[4]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达成教学目标，这也启发我们可在后续教学中，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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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晶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006 43 教育进展 
 

学情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以检验员的视角参与课程，设计感兴趣的教学环节，让学生在愉快的教学活

动中学有所获，以期为保障食品安全，实现“舌尖上的中国梦”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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