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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企业职业标准和技能要求，本文针对《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进行岗课赛证融

通、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重构项目化教学模块，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实施“任

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方法和“三元三维”评价体系，提高了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的教学

质量，达成了教学目标，学生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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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检验作为一门技术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是食品检验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一项技能，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手段[1]，是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绿色食品生产技术专

业的一门必修的职业技术核心课程。近年来，食品安全成为全球消费者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

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尤以微生物污染情况最为严重，因此微生物检验已成为食品安全

控制链中的一个关键控制点，这就要求食品类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食品微生物检验这一专业

核心能力。在重视专业教学的当下，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也尤为重要[2]，为了提高食品微

生物检验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出能胜任现代食品微生物检验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省双高专业群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组积极探索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内

容与岗位职业要求对接，结合技能证书和技能大赛要求，对教学内容、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评价体系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岗课赛证”融合，确定教学目标

通过开展食品行业发展现状调研、行业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调查、用人单位对历届毕

业生的反映分析、毕业生基本情况调查和食品检验国家职业标准分析，明确了高职食品类专

业毕业生应具备系统掌握一定专业理论知识，熟练掌握本职业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

职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上岗适应快的特点。

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以服务食品产业为导向，根据食品企业及第三方检验机构微生物检

验员岗位的工作任务，以“1+X”食品检验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职业资

格证书和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为指引，以真实企业项目为载体，努力打造“岗课赛证”互融互促

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3]，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系统掌握食品微生物检验基础理论知识，熟悉食品行业相关标准，具

备独立从事食品微生物检验及分析的专业能力和严谨规范、敬业诚信、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二、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注重理实一体

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以食品行业、企业微生物检验员岗位的需求为导向，以最新的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专项课题：（2022JCD010）

作者简介：王晓峨（1980—），女，浙江温州人，博士，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农业与生物

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微生物研究工作，Email:64490719@qq.com。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依据，选取来源于食品行业和企业实际工作的项目任务，使教学过程、

学习过程、工作过程一体化，实现产教融合。

针对传统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学用脱节的问题，逆向求导教学内容，深入剖析食品微生

物检验岗位工作领域，同时结合国家职业标准、职业技能证书和相关技能大赛所需要的知识

和技能，将工作标准项目化，工作内容任务化，按照认知由易到难、技能由简到繁的顺序对

教学内容进行整合重构。教学内容选取以真实检测任务为载体，检测工作环节或流程为导向，

提炼 5大工作项目任务和 19个典型工作任务（见图 1），注重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应用和

实践能力的培养。

图 1 教学内容选取

（一） 教学内容设计

针对学情分析，学生普遍听课专注力保持时间不长，且认为理论学习过于枯燥乏味，学

习积极性不高；而学生动手能力较强，对实验实训兴趣度较高，能够积极参与。但就课程学

习而言，基础理论知识是职业能力得以提高的基础，也是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针对

这一问题，本课程对传统的理论、实践分离式教学进行改革，将全部理论知识融入到整个实

践教学中，所有课程内容均在理实一体实训室完成，做到理实一体化教学，使得理论联系实

际既不枯燥，又能充分体现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如将样品采集原理、采集方案等理论知识与

典型食品样品采集实训相结合，将大肠菌群检验原理、检验意义等理论知识与水产品大肠菌

群测定实训相结合，将沙门氏菌生物学特性、生化特性等理论知识与沙门氏菌检验实训相结

合。

1. 以“必需、够用”为原则，优化理论教学内容。

以“必需”和“够用”为原则，对理论教学内容进行删除和补充，突出了教学内容的应用性

和实践性。如删除在常规检验工作中不会用到的纯理论知识：食源性致病菌产毒条件、致病

机理等内容；同时，根据行业企业及工作岗位需要新增微生物检验室的设计与安全、微生物

检验的质量管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解读程序等内容。

2. 根据“岗赛证”需求，优化实践教学内容。

“岗课赛证”中的证，根据政策要求，学生毕业前必须要获得一个技能证书[4]，绿色食品

生产技术专业对应的“1+X”食品检验管理证书和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证书，其考核内容包括例



如菌落总数测定、大肠菌群计数、霉菌和酵母菌计数等，其中菌落总数测定也是全国食品营

养与安全检测技能大赛的一个比赛内容。

课程以实现零距离上岗和双证融合为目标，结合岗位需求和赛证考核内容，对实践教学

内容进行优化，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和酵母菌、致病菌中的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检验等作为实践教学重点。在单项技能训练中，选择不同的食品作为检样，如对肉与

肉制品进行菌落总数测定，对水产品进行大肠菌群测定，对糕点面包进行霉菌和酵母菌测定

等；在综合技能训练中，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和酵母菌、致病菌等检验技术整合为

对某一食品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价。这样既训练了学生对各种典型食品的取样和样品处理能

力，又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同时根据岗位需求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如增加快速测

试纸片法等新技术、新方法。

（二） 课程思政元素设计

课程组成员依据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理论与实践特点，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

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见表 1），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随着教学任务的逐步开展，

让学生体会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在学习检验技术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为食品安全做贡献的责

任意识和求实严谨的职业道德；使学生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使命感的食品安全技术人员。

表 1 课程思政元素设计

教学项目 授课内容 思政元素设计 教学目的

项目 1 食品微生

物检验实验室及

设备配置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发展；

食品微生物实验室基本要

求；常见设备的使用

引入现代科学家在微

生物研究方面的案例

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项目 2 食品微生

物检验样品采集

和制备

样品采集原则；采集方案，

采集方法及采样单填写要

求；常见食品样品的采集

与处理

以“检验数据造假”面

临的法律处罚为例，

展开分析

培养遵纪守法、求

实严谨的职业道德

项目 3 食品中常

见微生物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大肠菌群

计数；霉菌酵母计数；商

业无菌检验；乳酸菌检验

以“鲜切水果菌落总

数超标”事件，引导学

生讨论社会上出现的

食品安全事件

培养学生科学思

辨，

食品安全责任意识

项目 4 食品中常

见致病菌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沙

门氏菌检验；副溶血性弧

菌检验；李斯特菌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用“感染平板中发现

青霉素”等故事，展开

介绍食品致病菌知识

激发敢于创新、勇

于实践的科学态度

项目 5 食品生产

环境检验

食品生产用水检验；空气

洁净度测定；工作人员卫

生检验；加工器具卫生检

验

结合微生物学生态知

识、强调改善环境及

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三） 教材选取

课程组基于以上教学内容的设计，以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为出发点，编写出版了一本

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配套教材，系统阐述食品微生物检验岗位需要具备的理论知识与操作技

能，主要内容包括：食品微生物实验室及设备配置、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采集和制备、食品

中常见微生物检验、食品中常见致病菌检验、食品生产环境检验。

教材编写依据食品微生物检验员岗位需求，实现工作任务全覆盖，内容系统完整；关注

岗位新要求，使用检验方法和操作技术体现了新技术、新标准，使教学内容、学习内容与前

沿检验技术同步；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和素质养成，全面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和职业道德元素；

同时教材内容对接“1+X”食品检验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职业资格证，

对岗、课、证融通起到了切实支撑作用。

“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校企双元开发，将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法、课堂、教材、教学资源

相融合，实现“岗课证融通、教学做同步”。教材采用活页式编写方法，教师教的过程、学生

学的过程与微生物检验员的工作过程同步，每个任务的知识难点和操作关键点嵌入二维码呈

现教学视频、微课、课件、习题等数字化资源，有利于教师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升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合理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食品微生物检验是一门技能性很强的专业课，不少用人单位反映学生上岗后理论联系实

际能力差，操作技能不扎实。因此，本课程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采

用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实现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理中有实、实

中有理，强调“做中学、学中做”，最终达到理论知识扎实，实践能力过硬的目标。

本课程应用性、实用性较强，在教学过程中更应使学生的客体地位变为主体地位，但高

职学生基本功不扎实、自觉性较差、自主学习意识薄弱，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就尤为重要。

为了将传统的以教师的“教”为主改变为以学生的“学”为主、以学生的“活动”为主[5]，同时为

了促进学生主动探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本课程采用了“任务驱动、项目

导向”教学方法。

（一） 任务驱动教学法

以校企合作工作任务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每个任务

按照课前导学、课中学练、课后拓展组织教学活动[6]。课前，教师通过省精品在线教学平台

发布课程任务，将课前练习、操作视频提前推送给学生，学生查阅食品产品标准、方法标准

等相关资料，完成预习作业并上传平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课中，教师采用任务驱

动，“导、示、学、做、纠”五步推进教学，教师通过理论知识导入、关键技术示范、分步练

习使学生学会关键技术操作；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对真实食品样品的检测和判定；教师引

导学生反思纠错内化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严谨规范、求实务真、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和团

队协作意识。课后，教师在线上教学平台发布巩固拓展任务，学生通过完成作业、讨论等任

务巩固所需知识，培养学生创新、拓展能力。

（二） 项目导向教学法

采用“项目导向”法对食品微生物检验综合实训模块进行教学。基于企业工作过程设计真



实的食品质量检验项目，针对具体食品，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从微生物检验样品的采集到

检验结果的报告的全过程实训。在整个项目执行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指导和评

价。例如给定综合实训项目：检测市售肉松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学生接到项目后，需以

小组为单位完成整个检验过程，具体流程如下：相关标准及资料查阅→肉松样品具体需检微

生物指标的确定→详实检验设计方案的制定→检验前的准备→样品的采集处理→最佳检验

方法的选择→具体检验任务的实施→检验结果的计算与判定→最终对肉松检样是否符合安

全标准作出正确评价并出具检验报告。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师起引导和答疑作用。项目结束后教师要求学生提出在实验设计、准备、实施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交流，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三元三维评价体系，全面综合考评

课程考核是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是课程教学的关键环节。《食品

微生物检验》课程建立了一套由教师、学生、企业三方参与，理论与实践、线上与线下、过

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三元三维”教学评价体系[7]（见表 2）。该评价体系以能力为本

位，突出知识、技能、素质的综合评价。

表 2 教学评价体系

评价形式 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 所占比例

过程性评价

知识

课前测试

线上平台 20%随堂测验

课后作业

技能

实验设计
教师

企业导师

学生自评互评

30%
材料准备

任务实施

实训报告

素养

课堂参与度

教师

学生互评
20%

操作规范度

团队协作度

卫生保持度

终结性评价

知识 期末考试 线上平台 15%

技能 实操考试
教师

企业导师
15%

五、教学改革效果

通过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本课程“岗课赛证融通、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改革有力

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充分达成教学目标

通过任务驱动、项目导向、分组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结合课程平台资源、微课动画等

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课前问卷、测验、抢答、讨论、小组任务等多种教学活动，碎片化分



解理论知识点，化解教学重难点，使学生逐步掌握知识；引入企业真实任务，教师现场操作

和示范指导，学生通过分组合作，“做中学、学中做”，提高了实践动手能力，提升了岗位胜

任力。

课程组利用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结果统计学生学习情况及教学目标达成情况。根据数据

分析结果显示，图 2反映了 2018级、2019级、2020级学生的知识达成度逐年提升，效果显

著；图 3 表明 83%的学生的职业技能达到优秀；从图 4 可以看出 91%的学生的职业素养达

到优秀。

图 2知识目标达成情况 图 3 技能目标达成情况

图 4 素养目标达成情况 图 5 学生活动参与情况

（二）学习兴趣明显增强

通过“岗课赛证融通、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通过

教师示范、小组探究、“学中做、做中学”等课堂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学生的潜力，化被动学

习为主动学习，从图 5可以看出与 2019级学生相比，2020级学生的活动参与度显著提高，

学习积极性大大提升。

（三）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职业素养都得到了明显地提高，“1+X”食品检验管理职业技能证

书和食品农产品检验员职业资格证考试通过率均达到 100%，且毕业后从事检验相关工作岗

位能马上上岗开展工作，深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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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Reform on Food
Microbiological Analysis
WANG Xiao-e (Wen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enzhou,

Zhejiang 3250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skill requirements of the enterprise,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ut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and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reconstructed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module, integrat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implemented the "task driven, project 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three-elements and three-dimensions" evaluation system, improved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food microbiology analysis course, and achieved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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