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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逐渐开展，将工程认证理念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对专业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

意义。本文分析了《食品标准与法规》传统教学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工程认证背景下从教师能力

的提升、教学思政、教学模式等方面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实施课程改革，倡导以学生为中心、自主实践

的教学理念，提升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科学素养，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力支撑工程

教育认证对课程教学指标点达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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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in China,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into the course teaching process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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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sed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system of food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abil-
ity, teaching ideology, teaching mode were reformed based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the assessment standard was optimized.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and self- 
directed practice was advocat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consciousness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It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olving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and sup-
ported the requiremen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target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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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教育认证是国际认同的培养新工科应用型人才的保障体系[1]。工程专业认证核心理念要求教学

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持续改进。近年来，各大高校已经认识到工程教育认证的重要性，

并且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不断完善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按照认证标准开展专业建设是必然趋势[2]。 
《食品标准与法规》是从事食品生产、营销和贮存以及食品资源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也是食品工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针对《食品标准与法规》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在工程认证背景下，以成果产出为导向(OBE)的理念下，从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学方法和考核

方式、挖掘思政元素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进而有效保障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教学目标的实现和新时代《食

品标准与法规》课程的授课需要，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食品行业从业者，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舌尖上

的安全”做贡献。 

2. 食品标准与法规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材内容滞后，法规标准更新速度快 

现今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世界所重视的问题，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威胁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切身

利益，也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作为食品相关专业的学生及相关从业者学习食品标准与法规

尤为重要。 
1995 年 10 月第八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确立了一切关于食品、食品添

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以及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有

关环境的法律法规框架。2009 年 2 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 年

4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随后 2018 年、2021 年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会分别通过了修正案，对该法中关键条款又进行两次修正，由于我国食品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

人们对于食品质量安全的高度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时间间隔相对较短，充分体现

了国家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2013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主管部门全面启动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归口清理工作，到 2013 年底系统梳理近 5000 项现行食品标准，在食品标准清理工作基础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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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开展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修订工作。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国共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419
项，其中通用标准 13 项、食品产品标准 70 项、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及相关标准 646 项、食品营养强化

剂质量规格标准 53 项、食品相关产品标准 15 项、生产经营规范标准 34 项、理化检验方法标准 234 项、

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 32 项、毒理学检验方法与规程标准 29 项、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 120 项、兽药残

留检测方法标准 74 项、被替代(拟替代)和已废止(待废止)标准 89 项。由于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加快标准

与法规的修订更新，造成了教材结构及内容相对滞后，教学所使用的教材部分标准与法规已经被修订或

废止。因此出现现有课程教材部分与现行标准法规脱节，已不能满足教学需求。 

2.2. 课程内容枯燥，缺乏实践性 

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学生了解国内外食品标准、产品认证的相关规定以及将来从事食品领域的相关工

作时能依法治理食品行业起到重要作用。目前，主要的授课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参与程度较少，

积极性较差；课程中生僻的法律法规条文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难懂，进而产生距离感[3] [4]。例如，讲

课过程中对食品安全法相关法律条款进行剖析，学生对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款没兴趣，不能运用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要求处理食品安全违规违法和食品犯罪事件。在讲授标准的结构、编写原则及要求时，学生

对标准化工作导则的具体内容掌握较差，将来就不能为企业、团体等编写产品标准。因此，有必要对食

品法规与标准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2.3. 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食品标准与法规》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在理论教学中

也存在很多问题，采用传统的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学生的基本要求，学生和老师互动较

少，教师在授课过程里大概率进入自说自听模式，学生进入催眠模式，无法达到有效教学效果[3]。学生

成绩考核是衡量学生知识学质量的重要基础，传统教学中学生考核模式教学单一，主要以期末闭卷考试

为主，考核内容主要来源于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考前突击记忆，这种考核方式存在很多弊端，不利于客

观评价学生学习情况，也不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独立解决实际问题[4]。因此如何选择相适应的考核方

式是这门课程理论教学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3. 课程改革措施 

3.1. 任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基于强调成果导向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不仅有助于高等院校和专业发现并弥补人才培养体系的缺失，

推动学校和专业在所有教学环节都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且有利于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从而提高工

程教育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对企业和社会的适应能力[5]。 
任课教师必须加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12 大能力的学习和培养，加强任课老师多学科知识体系的学习

和及时更新，才能更好实现《食品标准与法规》课程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下的达成度要求[5]。对于工科教

师，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必须加强，而且需要实时更新，不能对着书本讲理论，鼓励《食品标准与法规》

授课教师走进食品生产企业，实践于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如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全管理控制、食品

质量管理体系的审核等事项，从而帮助教师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提高教学。 

3.2.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食品标准与法规》课程主要包括食品标准和食品法律法规两部分内容。课程思政元素包括职业道

德、法律意识、科学精神以及使命责任担当等[6]。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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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食品安全理论，结合专业知识，确保人民“舌尖上的安全”，敬畏“舌尖上的安全”。

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可积极参与思政讲堂、交流研讨、主题实践等活动，吸取成功经验，不断提高自身政

治理论水平和人文素养。例如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课前通过长江雨课堂平台布置预习，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新版和旧版相比主要修订了哪些内容等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查阅资料，

在课堂上围绕问题举例进行讨论，积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食品法律法规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

意识教育也应贯穿课程始终，让学生结合“四个最严”，增强食品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利用最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行动发现和解决问题。 

3.3. 教学方法改革 

《食品标准与法规》的理论课教学枯燥乏味，教材建设明显滞后于食品法规与标准的更新速度，跟

不上时代步伐，应实时关注国内外食品法规与标准的更新，通过补充新内容，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引进

教学新方法[7]。传统教学以教师授课为主，学生参与度不高，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学习标准与法规的热情。

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基于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以 OBE 教育理念为导向，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采用

多媒体教学、翻转课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讨论、娱乐法、市场调研、模拟法庭等近 20 余种教学方法，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了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显著提高教学效果。 

3.3.1. 以学生为本，互动式教学 
 

 
Figure 1. Moot court in online 
图 1. 线上“模拟法庭” 

 
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可以提高学生上课学习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课堂讨论、模拟法庭等

方式，采用案例教学法挖掘当前发生的食品安全典型性案例，提前布置给学生，通过课下收集材料，课

上分组讨论、剖析案例特点，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最后反馈给教师进行归纳性总结或点评。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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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自由探索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今年春季由于疫

情突发我们采取线上教学，为了缓解枯燥乏味的网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时，为了更好提升学生利用相应法律条款处理食品安全违法罚罪事件的能力，利用腾讯会议

平台，以食品安全违法案例为原形，模拟案发现场，执法人员、当事人、证人等均由课程教师或学生扮

演，让学生感受现场执法、知识储备、辩论以及证实等环节，提升学生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和素质(图 1)。
讲解《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有关食品标签内容时，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对市场上的食品标签进行现场

调研，结合所学知识，尤其是对经常出现问题的营养标签进行调查，激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方式及教学手段的选择即要符合现代教学的相关标准，又要充分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进而保证

《食品标准及法规》教学的时效性。 

3.3.2. 实践教学改革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教学质量和工程人才培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实践教育是《食品标准与法规》

课程的必备条件，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考查学生的文化课掌握情况，也满足市场应用型

人才的需求。学院通过带领学生在实践基地不同岗位实习，例如针对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在实

践基地实习的过程中，在熟悉食品加工工艺的基础上，主要将 GMP、SSOP、HACCP 及 ISO9000 等内容

贯穿于实习中，提高学生实习积极性，培养创新思维，锻炼实践能力。在实践基地要求同学以 4~6 人的

小组为单位设计开发产品，并通过物料衡算、工厂布局、设备选型、食品标签、HACCP 等方面为企业设

计生产线，为小组设计开发的产品编写产品标准，为企业标准化及质量体系认证等提供保障，实现学院

与实践基地的双赢。 

3.4. 考核方式的改革 

教学效果的评价离不开考核，传统教学中，考核方式单一，主要由期末试卷成绩(70%)和平时成绩(30%)
构成，平时成绩包含出勤和课堂提问，因此这种考核方式不能精确的体现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

能力，不能检验教师教学的教学效果。为了能够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增加了考核方式，将过程考

核与成绩考核相结合，采用的考核方式包括：1) 课堂提问(10%)，能够使任课教师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2) 小组讨论(10%)，小组讨论要求学生查阅相关文献，培养学生主动

学习和团队协作的能力。3) 模拟法庭(20%)，通过角色扮演，查阅资料，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4) 期
末成绩(60%)，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概念和方法的掌握情况。多种考核方法既有利于了解学生对所

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也便于考核学生对知识灵活运用的能力。 

4. 结束语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教学质量和工程人才培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

《食品标准与法规》课程从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阐述了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从

“以老师为中心”转变成“以学生为中心”，及时调整和更新课程内容，要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完善教

学方式和考核方式，提升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食品行业输送高素质的食品专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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