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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是针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

公共必修课程。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指导性。当前针对课堂教学方式单一，课程考核不够

完善，学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的能力不足等问题，结合学科领域的背景和当前食品行业的现状，引入CDIO
工程教育理念，运用角色扮演，情景演练等教学方式，进行项目驱动式教学。结果表明，该举措可进一

步提高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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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is a publ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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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the field of food processing and safety. The course itself has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At present, in view of the single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 
the imperfect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the lack of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theory to practice,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subject fiel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ood industry, 
the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cept was introduced, and the project-driven teaching was car-
ried out by us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role playing and situational exerci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asure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course. 

 
Keywords 
CDIO Concept,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Teaching Reform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双重使命，提高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是培

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键，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1]。研究生课程内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于科学研究不断完善，知识体系也在更新，所以学习知识不是研究生课程的最终目的。引入概念，自

主探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善于分析与表达才是研究生真正应该具备的能力。目前课堂教学是研究

生培养基本环节，是帮助研究生进一步掌握有关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内容的主要途径。课程教学的

质量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完善程度，创新思维能力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 
CDIO 理念以完整的工程项目研发为载体，以项目的构思、设计、实施和运作作为人才培养的周期，

使学生主动学习基础知识以及培养个人专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2]。通过任务驱动，学

生可以参与到全过程。学生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开拓思维，培养学生遇

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挖掘与探索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及主观能动性。在边做边学中，能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食品质

量与安全控制专题》是针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

课程。采取传统的填鸭式单一的项目教学方法已经满足不了教学需要，为此，将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

题课程与 CDIO 工程教育理念相结合，对研究生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从而可以

为加快我国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发展步伐提供一种可行性方案。 

2.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2.1.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特点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是针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开设的

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该课程研究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内涵与关系，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该课程主要以食品质量与安全科学理论知识，管理法规和防控措施为主线，针对从原材料生产的

农田地头采集到终端市民餐桌所使用农产品全过程，包括食品原料的生产安全及相关技术科学理论，食

品加工与生产过程的安全，食品检验，食品监督管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具体包括，食品安全概述、

引起食源性疾病的物质如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染以及诱导产生物、细菌真菌对食品的污染、食源性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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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虫病、农药兽药残留、有毒有害重金属污染食品以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以及食品质量控制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以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培养具有掌握有关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的基础知识，能够熟练

应对现代食品加工生产，食品包装加工，食品仓储运输流通与销售环节中经常存在的一系列食品质量与

产品安全控制问题，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的复合型应用人才[3]。 

2.2. 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目前，以教师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难以调动、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自主学习兴趣。如果

仍然只注重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教材和填鸭式理论教学不能满足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需求，亦不

能满足企业岗位要求。具体来说，一是实践教学薄弱，难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食品质量与安全

控制专题课程实践性较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极为关键。然而在目前的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

教学中，对于实践教学存在不同程度的忽视，具体表现为，实践课程课时很少，甚至没有，实践教学方

法不全面，仍停留在案例讨论层面的现象较普遍。二是传统的考核方式过于简单，一般通过平时成绩与

教学课程论文两项考核，标准为二者各占 50%，这种方法对于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并不能全方位地准

确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课程评估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局限性。此外，由于班级容量较大，不可能

了解到每位学生的学习态度，专业素养等，并且未将其纳入评价内容，难以形成激励效果。三是与企业

沟通、联系获得如场地设计、食品安全案例分析等较为现实的实践较少[4]。 

3. CDIO 理念与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之间的关系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属于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只看书本内容，而不灵活地将理论应用于实

践，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创新型人才的客观需求。CDIO 理念正好可以充分满足当下高校食品质量与安

全控制专题课程缺乏实践的固有缺点，鼓励高校学生充分参与到相关实践活动项目中，自主学习，主动

求索，在做中学、学中做，将理论方法与实践有机结合，通过团队协作的形式去完成项目任务，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并且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同时课程设置了很多如情景演练，角色扮

演，小组讨论、小组间合作与竞赛等环节，促使每位学生参与其中，激发他们自主学习兴趣，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查阅学习相关资料，整理资料，在与同学，老师沟通中拓展思维，培养创新意识。

这也有利于学生语言表达与交流能力的提高，促使研究生成为高素质高层次人才。这种通过交流意见、

互相指导学习、共同探索进步、教学相长的互动式教学过程，学生逐渐由原来被动接受知识上升到主动

探索知识。在深入分析与思考问题本身的同时，与已有知识联系，扩充知识体系。此外，经过与企业质

量管理人员、专家沟通确定项目内容，安排部分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内容，如现场质量管理、食品质量控

制体系如 SSOP、HACCP 等的运行与实施等，采用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现场模拟等教学方法，提高教

学质量[5]。 

4. 具体措施 

4.1. 课程内容的构思 

在 CDIO 理念下的构思阶段，主要对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根据不同的

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运用不同的专业知识解决，紧跟行业发展动态，选择当前比较成熟的食品质量与

安全控制专题内容作为授课内容。构思阶段的主要教学内容设计包括食品质量与安全的概述，食品质量

与安全的关系；细菌、真菌的生长特点、生存方式及预防措施；食源性寄生虫病的致病机制、感染途径

和防治措施；农药、兽药残留及其预防措施；有毒有害重金属污染食品的检验技术及防治措施；食品安

全控制体系如 GMP、HACCP 等概念的基础知识等。对于每一模块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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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特点和应用场景，结合相应的案例进行讲解，让学生知道每一模块都有其适合的应用场景[6]。 

4.2. 课程内容的设计 

设计阶段，主要对前一阶段学习的相关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的理论知识进行实际应用的分析与

设计。如，黄曲霉毒素的产生条件及预防措施，沙门氏菌的传播及预防措施，寄生虫病中弓形虫病的防

治等内容。从单一课题入手，由点到线再到面，多角度理解课程内容。引导学生查阅资料、独立思考从

“是什么‘到’为什么‘到’怎么办”，开阔思维，提高创新发展意识。部分课题设计见表 1。 
 
Table 1. Part of the topic design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course 
表 1.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部分课题设计 

序号 课题名称 主要内容 

1 黄曲霉毒素的产生条件 
及预防措施 

生存方式、生长特点、理化性质、食品卫生学意义、预防措施并

形成报告 

2 沙门氏菌的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 传播途径、误食感染后的症状、预防措施并形成报告 

3 弓形虫病的防治 生活史、传播途径、致病机理及防治措施并形成报告 

4 了解 HACCP 危害分析与 
关键控制点的基本内容 

进行危害分析、确定关键控制点、指定关键限制、建立监测体系、

建立确认 HACCP 系统有效运行的验证程序、建立有关上述原理

及其应用的必要程序和记录并形成报告 

4.3. 课程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前两个阶段涉及的具体项目进行实施与运用，该阶段重点考察学生在设

计阶段的学习成果。以社会和企业的需求为导向，着重突出工学结合的理念。为此，应在经过充分就业

调研和与企业食品与质量管理人员等进行深入沟通后，对每个课题进行模拟教学，模拟真实场景，考察

应对不同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部分教

学项目见表 2。 
 
Table 2. Part of the teaching items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thematic 
表 2.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实施的部分教学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主要内容 

1 黄曲霉毒素的产生条件 
及预防措施 

理化性质、产生条件、食品卫生学意义、预防措施，任务式教学

督促、引导学生查找相关案例进行模拟教学 

2 沙门氏菌的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 传播途径、误食感染后的症状、预防措施，查找相关案例。进行

沙门氏菌感染、传播及防治的模拟教学 

3 弓形虫病的防治 生活史、传播途径、致病机理及防治措施，查找相关案例，进行

模拟教学 

4 了解 HACCP 危害分析 
与关键控制点的基本内容 

进行危害分析、确定关键控制点、指定关键限制、建立监测体系、

建立确认 HACCP 系统有效运行的验证程序、建立有关上述原理及

其应用的必要程序和记录。模拟企业生产的情景，进行模拟教学 

4.4. 课程运作阶段 

运行阶段主要对实验项目的设计合理性进行分析总结，对实验项目的内容进行持续改进，对与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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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知识点进行自主拓展等。以小组为单位对每个项目进行分析总结，内容包括实验项目的有效性，

各知识点间的联系，实验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课题内容和报告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及修改方法，与

本课题相关的知识点的拓展，知识体系的扩充等。最后形成分析报告提交给教师，教师对每组完成实验

项目的实际情况结合分析报告对该组实验进行点评。 

5. 过程考核与评价 

基于 CDIO 理念的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教学重视学生在每个环节的表现，要求学生高质量

完成实验项目的各个环节，摒弃之前平时成绩与课程论文各占 50%的考核方式。基于 CDIO 理念的课程

教学评价及考核内容如下，构思、设计、实施、运行阶段考核占比分别为 20%、30%、35%以及 15%。

构思阶段，考核内容主要由各小组陈述选题内容、选题原因与想法组成，小组互评与教师点评各占 50%
作为该阶段的成绩；设计阶段，各小组查阅案例与相关资料，列出本课题包含的主要内容与方面并形成

报告，之后由占比 40%的小组互评和占比 60%的教师点评组成该阶段的最终成绩；实施阶段，各小组根

据自己的选题，结合当下企业生产现状或现实生活的情景，进行角色扮演，情景模拟，将本课题的知识

与内容展现出来，便于大家理解与记忆，最后教师点评并进行打分作为该阶段的成绩；运行阶段，各组

分析本课题在情景演练及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或是改进方案并完善报告内容，该阶段的成绩

由小组互评与教师点评两部分组成，各占比 50%。 

6. 结语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是一门复合型学科，而且实践性较强。将 CDIO 教育理念融入食品质

量与安全控制专题课程教学中。从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实际应用场景出发，以具体案例，项目为载体，

重视学习过程考核，边做边学，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践能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引导

学生进一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理性分析、解决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的综合能力。 

基金项目 

内蒙古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YJG20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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