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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背景下本科院校高等教育具有创新化、实践化和开放化的特性。食品卫生学作为食品类各专

业核心课程之一，综合性强，涉及到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艺学、食品化学、食品分析与健康相关领域，

知识点多，课时少，涉及学科门类多，现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与新工科背景下对人才的培养需求已

经不适应。本文在教学手段、培养方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思考，提出食品卫生学培养新工科

人才的措施，达到培养学生工程思维、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食品行业人才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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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practicality, and openness. Food hygiene, a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in various food related majors, 
has strong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volves fields such as food microbiology, food technology, 
food chemistry, food analysis and health. It has many knowledge points, few class hours, and in-
volves multiple subject categories. The exist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mode are no longer suitabl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1026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1026
https://www.hanspub.org/


龚受基 
 

 

DOI: 10.12677/ve.2024.131026 162 职业教育 
 

for the talent cultivation nee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Thinking about teach-
ing methods, train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proposed for 
cultivating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in food hygiene, achieving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en-
gineering thinking, enhancing their professional literacy,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food indus-
try talents that meet soci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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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革命的浪潮，国家主动提出应对科技和产业变化战略，以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迅猛

发展，为国家伟大复兴目标提供智力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新工科”建设应运而生。教育系统积极推进

新工科建设，业内形成了共识，先后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关于推荐新工科研究

与实践项目的通知》等指导性文件，全力探索中国工程教育新模式。食品类部门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食

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担负保障食品卫生质量管理的责任，是连接食品专业与预防医学的重要桥梁，新工科意

识也成为培养过程的重要元素。而食品卫生学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重点骨干课程，具有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融合的特性，是食品相关类专业的必修课程，对于实现“食以安为先”有重要的作用。该学科理论

与实践并重、知识与技能融通，课程内容与食品化学、生物化学、食品原料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艺

学等课程内容有很强的连续性，授课内容在这些课程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强调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同时

工厂设备与食品工艺学内容的参与则强调了课程的实践性，既要讲知识，又要讲操作实践。食品卫生学关

系广大居民食品安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担负着指导、监督的作用

[1]。社会不断进步，居民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高学生适应岗位的能

力，食品卫生学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也需要进行教学探索与改革。高校教育在培养食品行业人才上担负不可

推卸的责任，在培养具有食品安全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工作中，要充分发挥高校的优势，借助

和利用企业和社会资源，开展公众食品安全服务，促进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整体提高[2]。 

2. 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食品卫生学是食品类专业主要课程之一，该课程以食品体系为核心，为从事食品安全研究和开发的

专业人士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操作技能指导，而目前诸多食品理论和理念相对滞后，造成了居民对安全

健康食品的需求与食品教育理念相对滞后的矛盾。 

2.1. 饮食结构的改变需要加强健康内容教育 

我国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工农业都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居民的膳食结构已经发生改变，谷

物粮食类已经初步满足社会的需要，肉食类比例增长较快，蛋奶类比例也不断增加，城乡饮食结构差距

逐渐缩小[3]。由于传统文化和饮食习惯的影响，尽管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后发达和偏远地区膳食结

构依然保留较大的传统成分，以谷物为主，经济发达地区因工作生活方式改变和文化融合，膳食结构则

发生了较大变化，向西方发达国家饮食方式转变，很多地区则两者共存[4]。由于饮食方式的改变，与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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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相关的健康问题逐渐显现，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与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发病

率存在密切相关性，食品卫生学在居民膳食结构的指导上须担起应有的责任[5]。 

2.2. 社会价值观的改变需要加强德育教育。 

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近年来经济地位在提高社会地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对

于经济利益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部分从业人员社会良知缺失，只要能够获得利益，就可能不择手

段去实现。食品行业也未能避免，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会利用一些不合适的行为增加利益。生产车间

卫生控制不规范、食品中存在毛发和蟑螂等杂物、使用不合格原料、滥用食品添加剂等食品质量安全事

故频繁出现，显然这些事故并不全部是食品知识欠缺造成，而是职业道德欠缺，思想上没有重视，工作

漫不经心所致，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须加强[6] [7]。 

2.3. 教学过程与传统现状需要教学理念的转变 

目前食品卫生学专业教学过程着重点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和技术的训练，教学传统上重视于食品安全、

卫生保障、技术支持等内容的培养和训练，更关注食品知识的传授和培养。而对于食品生产过程中卫生

控制的实践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与食品生产管理知识培养等训练相对薄弱，对大学生作为未来食品就

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培训不够，宏观和微观上控制食品安全及品质的目标不明确，存在“重技术、轻

管理”情况，这种状态需要给予关注[2]。 

2.4. 科技进步与创新需要对教学内容及时更新 

食品卫生除了依靠日常生产中规范操作以保证食品质量与安全，还需要检验检测便于监控和调控。

常规食品检测是教学重点内容，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兴起，新的食品安全检

测技术和装备不断产生，毛细管电泳技术、微流控技术、X 射线荧光分析技术、近红外光谱技术在食品

行业中得到推广应用[8]。依托数据库和云信息技术的高通量、非靶向、无损等新技术可以快速便捷检测

食品中的微生物、农药残留、添加剂和其他未知成分[9]，拓展了保障食品卫生安全的理念和知识，这些

内容应该在培养方案里面得到体现。 
因此，食品卫生学在教学与实践上，需要与时俱进，对食品卫生学的课程内容、思政教育、教学方

式进行重新思考和实践。 

3. 食品卫生学教学存在问题 

目前食品卫生学的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了教学质量不如人意，分析主要如下。 

3.1. 学生知识基础差异大 

大学扩招以后，高校每年入学人数持续高位，2023 年计划招生人数依然保持在 430 万人。由于国家

经济发展差异，教育资源投入比例并不相同，在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条件差异非常大[10] [11]，不同层次

的学生，包括部分专升本学生，在地方二本院校中进入同一个班级学习，出现了不同地区生源文化基础

差异的现象[12]。高校招扩主要体现在地方性二本高校上，二本地方院校的生源质量相应下降，调查还发

现二本院校的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无学习目标的比例较大，属于被动顺应型生源[13]，学习兴趣提高和时

代使命感的提升都还有较大的空间[14]。 

3.2. 授课学时安排不足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性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不断调整，食品卫生学课程知识点多、交叉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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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课时又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融合了当今社会的先进科技成果，体现科技的时代特色和元素，结合食

品企业工艺进行教学，内容的增加意味着无法按质按量完成授课任务，无法对课程内容进行讲透讲清楚

[15]。本校食品质量与安全的教学大纲调整后，食品卫生学的课时压缩到仅剩 32 课时，在较少的学时内

有效处理授课内容，兼顾好各知识点的传授，给教与学带来较大困难和挑战。 

3.3. 教学形式单一 

新工科背景下，食品卫生学的教学要求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转到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上来，

重点培养新形势下企业所需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目前大多数理论课教学已从单纯的黑板板书讲授向

电子形式的 PPT、视频展示转变，学生也从在笔记本或书本上书写理解和体会的方式，转变为用手机拍

摄讲课内容或者复制老师讲课的 PPT 便于课后复习。无论是传统的板书讲授还是目前的 PPT 使用，教学

效果并不理想，流于形式的做法并没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培养创新和思考能

力的效果，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传统的应试教育[15]。如何更好理解和应用多媒体、精品课程、教学内容和

录像，增加数字化内容上网，将大大丰富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去学习和思考，不应该拘泥于目前

常用方法，还可以增加其他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让学生主动思考，才是解

决教学形式单一的正确做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和工程性思维，举一反三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解决食品行业工程性问题。 

3.4. 师资力量建设力度弱 

食品卫生学教学水平的提高，与课程师资力量的强弱有关，提高课程讲授教师知识深度和广度，将

有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促进学科发展。近几年，很多本科院校通过各种契机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建设，

以引进、培养等方式建设食品卫生学科师资队伍，增加老师人数，进行教学理念的研究与改革，提升教

师队伍的教学素质，建立创新型实践型教师力量。现代高等教育中的教师角色引导学生学习，培育学习

积极性，训练创新思维，提高实践能力。但实际上食品卫生学作为与预防医学联系的一门学科，既要保

证教师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学背景，又要有比较强的实践能力，要求年轻老师的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

创造力，需要对年轻老师进行培训、深造，极大提升整体师资团队的素质。 

4. 食品卫生学课程教学思考 

4.1. 改革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食品卫生学课程知识点多，难度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解有较大难度，容易对课程学习失去兴趣。

作为一个优秀教师要时刻注意课堂上的实时变化，动画、图片和视频等教学手段都可以在课堂上应用，

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和体会授课内容[16]，除此外还可以用提问、小组讨论、辩论等方式吸引学生

注意力，提高教学效果。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见习经历有限，见习场所较少，一般仅到政府监管

部门或食品工厂其中一处见习实习，缺乏同时在监管、生产部门等不同部门学习的机会，知识链条无法

形成闭环，很难用学习到的东西分析实际中碰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2]。因此，在实际授课过程中要

运用多种方式，实现理论知识感性化，理解食品卫生管制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对可能在生产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演练、运作和解决，达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的目的。 

4.2. 改革培养方式，达成人才培养目标 

多年来高校教育改革一直呼吁要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把课堂的理论教育当作培养学生的一

个过程，而不是把教授知识为目的，混淆了目的和过程的关系，忽略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其他理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1026


龚受基 
 

 

DOI: 10.12677/ve.2024.131026 165 职业教育 
 

论教学过程一样，食品卫生学的教学首先要进入到书本中，学习理论知识，然后再从书本中“走出来”，

进入到实践中，进行食品卫生控制的实践，从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卫生问题能力，是当前食

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毕业生培养必须达成的目标[17] [18]。该教学理念已经受到国内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并

在很多课程的教学工作中进行了实践与推广，取得了丰富经验和成果，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学生欢迎。

因此，食品卫生学教学中需要考虑运用多种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

新潜力，达成人才培养目标，提高高校培养工科人才的质量。 

4.3. 理顺上下游课程间关系，加强课程间联系 

食品卫生学一共 32 个学时，课程是以专业基础课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艺学、食品化学、食品分析

等专业课程为先修课程，与其他众多专业课程一样，食品卫生学在教学过程中侧重于卫生学及安全控制

方面内容，对于与各基础专业课程之间的相互关联有所忽略[2] [19]。食品卫生学课程中各种食品卫生问

题是以章节分开进行论述，对于工艺因素影响卫生问题的相关性常常忽略，杀菌工艺参数、车间和设备

参数等食品工艺学关键知识点需要给予足够重视。食品卫生学授课过程中教学内容重复的现象也经常见

到，例如：微生物造成的污染是食品卫生学的重要知识点，食品中经常出现的微生物种类、生长特性等

内容已经在食品微生物学课程中进行了学习。所以在授课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内容的处理，既要

考虑内容的重复性，又要考虑内容的联系性和相关性，插入容易引起学生注意力的提问、案例，把枯燥

的教学内容与生活中的案例、先进的理论和技术结合起来，集中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4. 提高师资队伍建设力度，打造创新型和实践型的专业团队 

教师队伍的能力影响着教学质量和培养目标的达成。食品卫生学授课教师大多为食品类专业毕业，

大部分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进行教学工作，大多研究领域都比较窄，对于食品专业知识来说肯定

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因为食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企业管理知识来说，可能仅限于书本上所述理论知识，

感性知识有限，没有切身体会，难以深入理解。所以应当在入职后到相应的预防医学院所、相关企业进

行一定时间的学习，扩充知识的宽度和深度，在食品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学习更多的食品卫生、健康科学

等更多内容，切实为打造创新型、实践型教学团队夯实基础。 

4.5. 调整课程考核方式，兼顾理论与实践 

当前的课程考核方式仍以闭卷考试为主，平时表现评价为辅[20]。一般情况下期末考试成绩与平时成

绩各占一定比例，比例根据各具体情况而定，期末成绩大多为闭卷考试所定，平时成绩则由学生考勤情

况、课堂回答问题、讨论、作业等情况而定。但是成绩在创新思维、实践操作和卫生事务管理上并没有

得到体现，没有考虑对课程知识的实际操作和灵活运用的评价，成为课程考核的不足之处，在考核中要

给予一定份额的成绩予以肯定。 

4.6. 合并课程，多课程知识融合讲授 

针对食品卫生学课程课时少的问题，可以尝试通过合并相近课程的方式，授课时既可以加强各课程

间的知识联系，减少课程间重复内容的复述。食品营养学、食品卫生学、食品毒理学课程既有各自课程

的特点和重点，又有相互牵涉内容，在互相协调的基础上由多个老师完成授课任务，分别完成各自课程

的主要内容，重复内容只由一位老师讲授，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5. 结语 

食品卫生学教学是食品类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对于专业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新工科培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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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能够促使专业教育静下心来思考培养过程的适应程度，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培养方案。事物总是在不适

应–适应–不适应的过程中进行调整，呈现螺旋形提高的发展路线。食品卫生学培养方案经过多年发展，

已经相对完善，在新形势下要适时进行调整，建立适合培养能创新、懂实践、会思考的高素质人才，为

食品行业培养综合性人才担起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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