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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cultiv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Food microbiological inspection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inspection technical talents with great love, great virtue and great feelings,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foo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grate morality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dig deep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of food microbiology, test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food safety cases, and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food professional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biology. The knowledge point and the elements 
of	education	are	integrated,	th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value	guidance”	are	organically	unified,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with integrity and justice, the feelings of serving the country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ission, and high-quality and high-level food microbial inspec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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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食品微生物检验学是食品科学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的一门特色必修课，也是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载体。为培育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检验技术人才，实现课程思政在食品专业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把立德树人融
于专业课程教学，深入梳理食品微生物检验学的教学内容，挖掘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新技术、食品安全案例的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根据微生物学的特点，将提炼的思政元素融入食品专业课的教学中，使知识点和育人要素相融合、“知识传授”
和“价值引领”有机地统一，从而达到培育具有诚信公正的职业素养、科技报国情怀和一定的使命担当社会责任、高素质
的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专业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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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一流工程是指我国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的高等教育战略，目的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和影响力。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它强调德育的优

先地位，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实践导向和思政引领，

以服务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2020 年 5 月，

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其要求

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的体系，从而推进高

校的课程思政建设。因此，每门课程都要发挥育人作用，以

推动和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教学

理念，其目的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各类课程中，使各

要素在整个课程实施过程中形成协同效应，以便达到“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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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的教育目标。由于各门课程不仅具有传授知识和培养

能力的教育功能，还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所以也承载

着培养现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师在各类课

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有意识地、有机地、有效地对学生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观念和精

神追求等提炼融入各门课程中去，使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

举止受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类专业课程的

德育教育功能，将隐含的文化素养和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重要的教学载体。通过运用多种方式，

使学生既能学习专业知识，又能接收到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

指导。

民以食为本，食以安为先。《食品微生物检验学》是

食品科学学科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的一门特色必修

课，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为培育具有大爱大

德大情怀的食品检验技术人才，实现课程思政在食品专业教

育教学中的应用，把立德树人融于专业课程教学，本文深入

梳理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教学内容，挖掘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新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案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1-2]，根

据微生物学的特点，将提炼的思政元素融入食品专业课的教

学中，使微生物检验知识点和育人要素相融合、“知识传授”

和“价值引领”有机地统一，从而达到培育高素质、高水平

的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专业人才的目的。

2 《食品微生物检验学》课程思政目标与内容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使命，也是教师的根本责任。

在食品专业课程中落实课程思政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专业

课的教师需意识到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兼顾培养学生

的思想品行和价值观。通过《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的学习，认识到努力提升食品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

的意识和能力。由于培养食品专业高素质人才的关键，不仅

在于食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

和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这就要求《食品微生物检验学》课程

的教学目标，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目标外，还应包括课程的

思政目标，也就是在课程教学中引入科学精神、家国情怀、

工程伦理、职业道德和理想信念等思政内容，培养政治上坚

定、品德高尚、具有优秀职业道德的食品检验人才。

《食品微生物检验学》是工学类、食品科学与工程学

科的核心课程，其主要授课内容包括食品中微生物的类群和

生物学特性，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的采集方法与处理原则、

指示菌、主要食源性致病菌和病毒的检验原理和新技术等内

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食品微生物检验学》

的基本理论知识、检验技能，并将理论知识运用于食品质量

与安全的管理工作，为学生以后从事检验技术和研究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3 《食品微生物检验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提
炼和融合策略

在尊重课程教学规律的前提下，根据《食品微生物检

验学》课程内容梳理出该课程思政资源融入点、课程思政元

素及实施策略。

3.1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发展历程与思政元素
根据在食品微生物学、检验发展历程和微生物学家的

科研故事中提炼出思政元素：科学家为科学钻研不畏牺牲的

精神，为之奋斗与献身的精神和科学价值观、健康与生命教

育等；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通过播放历史纪录片段或视

频或结合教学内容讲述科学史。例如在微生物学发展史中，

引入我国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和 2015 年因发现青蒿素

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屠呦呦的故事。葛洪首先发明

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由传教士传播到了俄罗斯、土耳

其、欧洲、美洲等地。然后，英国的 Edward Jenner 受此启

发才诞生了牛痘接种法。通过中国对微生物学发展所做的

重要贡献，鼓励学生努力钻研的科学精神 [3-4] 和价值观。另

外，介绍伍连德应用近代微生物学知识对鼠疫和霍乱病进行

探索和防治，建立了中国的卫生防疫机构，同时，培养了我

国的第一支预防鼠疫专业队伍，使我国处于国际先进地位；

我国微生物学家汤非凡在医学细菌学、病毒学和免疫学做出

了较多成绩：如沙眼病原体的分离和确认，是我国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研究中他亲身试验，将病源衣原体接种到自己的

一只眼睛上，导致沙眼病，并在不接受治疗的情况下，持续

观察了病情 40 多天，最终确定沙眼病的病原菌是沙眼衣原

体是 [5-6]。由此，使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并学习先辈的敬

业精神。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我国科学家开展的病毒基因测

序、检测试剂盒研制以及疫苗的研究等展现了中国力量，使

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倍增；我国学者魏岩寿等在工业微

生物方面做出了开拓性工作；戴芳澜和余大绂是我国真菌学

和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高尚荫创建了我国病毒学的基础理

论研究和第一个微生物学专业。总体新中国成立前，力量较

弱且分散，未形成队伍和研究体系，也没有现代微生物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建立研究单位、

专业、人才；现代发酵工业、抗生素工业形成一定的规模：

我国抗生素的总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两步法生产维生素 C

的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以上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故事就是对

科学执着追求、勇于实践、无私奉献等科学精神最好诠释。

3.2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的食品抽检结果和质检报告

案例与思政元素
通过国家、省、市的市场监管总局在网站公开通报的

食品抽检结果及食品质检报告的案例，可以提炼出思政元

素：例如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职业担当等；课程思政的实

施策略为：通过关注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动态信息，将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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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内容内化为行为习惯和职业责任。由于国家质检总局或省

市政府网站发布的抽检不合格食品与消费者的健康直接相

关，抽检结果中微生物指标是本课程的重要学习内容，也是

课程思政的重要资源。例如，2024 年，市场监管总局组织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1600 批次样品，检出 28 批次样品不合格，

其中微生物污染问题指标不合格较多，涉及菌落总数、霉菌

数、大肠菌群等指标。导致相应的食品被下架，企业被要求

整改，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效益和信誉，甚至导致破产。通过

这样的案例，使学生将“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职业担当”

等思政元素内化为行为习惯和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3.3 食物中毒和食品安全事故与思政元素
通过对近期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和食品安全案例，提

炼出思政元素：如健康与生命教育、诚实守信、伦理道德和

职业担当等。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学生以小组讨论和汇报

的形式学习。学习食源性致病菌沙门氏菌检验内容时，讲述

伤寒玛丽的故事，提示学生关于“从事食品加工的人员每年

要定期进行健康检验并获得健康证明”的规定。该案例是“遵

守法律法规、健康与生命教育、伦理道德、诚实守信和职业

责任”等课程思政教育的反面实例。

3.4 食品安全法和 GB4789 系列国标与思政元素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GB4789 系列

国标，可以提炼出思政元素：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要求

执行食品微生物检验国家标准，规范微生物检验的操作程序

等；GB4789 是我国强制执行的食品微生物检验标准。一方

面，通过学习国家强制执行的 GB4789，使学生获得标准的

微生物检验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使学生严格遵守国标，

并经常关注国家标准的更新和变化，认识到每种检验方法的

优势和局限性，培养批判性思维以及坚持不断的创新意识

等。教师可以运用 PPT 或结合视频进行讲解。

3.5 食品微生物检验新技术与思政元素
通过食品微生物检验新技术、前沿知识及最新进展的学

习，可以提炼出课程思政元素：如工匠精神、科技创新的日

新月异。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新技术如微生物快速检验技术、

现代免疫学技术、现代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等，都是随着科

技人员的不懈努力、刻苦钻研、持续不断的创新取得的，也

是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教学可以采取小组讨论方式学习，

在课前布置学生分组，并查阅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的最新进

展资料，整理后在全班进行汇报，使学生在积极地自主学习

过程中，获得科学技术发展和工匠精神方面的思政教育。

3.6 实验教学与思政元素
通过开展课程实验如食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和乳

酸菌的检验，使学生在实际检验过程中培养科学严谨、求真

务实、客观公正的职业态度和责任感，在与同学的小组合作

中培养团队协作、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同时反思微生物检

验的质量控制关键环节，才能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可靠，增

强检验质量意识和责任担当。

4 结语

将课程思政融入各类专业课程教学中，在初期会有一

定的挑战，例如对思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思政

资源和元素的挖掘不足等问题。随着持续不断的开展设计和

反思，挑战会逐渐解决。《食品微生物检验学》课程属于自

然科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通过以上

对本课程思政资源的挖掘，发现了很多思政元素，充分认识

并不断改进尤为重要。润物细无声的融入方法是关键，只有

经过精心设计和引导，才能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贯穿于专

业教育教学过程。同时，需要注意思政教育的内容不宜占用

较多的专业课堂比例，思政内容的量应控制适当。另外，课

程思政的教学方法也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如问题导向、

案例探究 [7]、小组讨论、专业讲座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

式教学等形式，使学生易于接受。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高等学校专业教师有责任在专业课中进行

思政教育教学。目前，对《食品微生物检验学》课程的思政

教学改革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还需要更进一步地深入学习和

积极探索，使课程思政理念潜移默化地融入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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