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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高职《食品标准与法规》活页式教材的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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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食品标准与法规》具有极高的“时效性”要求。活页式教材可以利用其易替换、易扩展、易选择的特点，弥补传统粘页式

教材的缺陷，并且可以由授课教师根据不同的学情需要进行重组、增加或者删减课程内容，再由食品企业人员时时更新案例强化学生对

课程的重要性认识，辅以“融媒体”以提升学生的趣味性，达到以从“教材”向“学材”的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教师对于不同教学体系、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更好地掌握标准与法规的理论知识与分析技能，并学以致用，

实现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食品标准与法规》活页式教材对完善高职食品专业的课程体系、在高职教学中深入和实践“三

教”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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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教育部针对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过程中使用的

教材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 20 条）、《关

于组织开展“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作的通知》

以及《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等文件中，明确提出“双元”合

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并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同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又多次于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 2019 年工作要点》《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

施方案》等不同文件中提到开发适用于不同生源类型的新型活页

式，工作手册式教材，以适应“互联网 + 职业教育”发展需求；

2021 年“教职成厅〔2021〕3 号”的《“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

教材建设实施方案》中，再次针对职业教育规划教材重点建设领

域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形态教材”。

《食品标准与法规》作为食品相关专业的必修课，是从事食

品相关工作全过程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一门融合了法学、

食品科学、管理学和农学等多学科于一身的综合性学科，是对学

生展开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对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意

识以及提升学生职业素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同一个

食品安全案例可能涉及到多个法律法规，但是各个法律法规本身

的关联不大，非常适合模块化的活页式教材的开发，这对职业院

校教育教学改革及高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目前高职用《食品标准与法规》教材的现状

（一）现有教材缺乏“时效性”

近五年适用于高职高专用《食品标准与法规》的教材仅有 4 本，

并且均是传统教材。鉴于教材更新的速度不如法律更新的速度，

一些被修改、甚至被废止的标准与法规如果还在课堂上讲授，对

学生的实践与工作造成严重的干扰。

从教材的内容与形式上看，很多案例分析综合了刑法、民法

和多项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并且审判依据也是旧的法律条文；

作为刚接触食品标准法规的大一学生无法辨别所应用的条款；另

外，课堂训练往往以填空、选择、判断等传统形式为主，学生学

习枯燥乏味；整个教材理论性过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对原

版法律法规的阅读，所以对其总结性的文字难以理解。

（二）现有教材缺乏“灵活性”

目前适用于高职高专用《食品标准与法规》的教材几乎都是

以“法律→法规→标准”的三阶段阶梯式模式进行撰写。如果授

课教师欲想打破教学常规，对教学进行创新，则会在教学过程中

带来不便。例如有的教师希望按着学生的实习就业需要，按照“粮

油类”“果蔬类”等食品大类具有针对性的讲解相关的食品法律、

法规和标准，并有针对性的进行重点练习，在授课过程中就需要

学生不断前后跳页翻书，即不利于讲课的连续性，也不利于学生

的课堂笔记的记录和学生的课后复习，最后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

佳，从而引起教学创新失败；再如我国一些区域会根据地方特色

发布一些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有的教师需要针对本地区特有的

规章制度展开案例教学，然而传统教材为了发行量会弱化甚至舍

弃这些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导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只能自行印

刷材料，以供学生在课堂进行案例分析等等。上述情况已经不是

个例，也极大的影响了高职教师对于《食品标准与法规》课程体

系的创新和授课形式的创新，这就需要有一本教师可以自主组合

的教材，满足授课教师对于教材“灵活性”的需要。

（三）现有教材缺乏“实用性”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食品行业的违法案例不再仅仅停留于

造假制假。即使是食品类的根本大法《食品安全法》也为此每 3-5

年就需要进行修订，但是因为食品行业违法案例的多样性，仍然

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中陆续出台相关

解释。从内容上看，目前的《食品标准与法规》教材中以大篇幅

的文字总结及案例为主，且案例多以“拓展知识”的形式展现，

发生的年代至少是五年以前，甚至出现 20 世纪九十年代末的食品

安全事件，难以适应信息时代学生对于食品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

认知。

（四）现有教材缺乏“针对性”

近年来高职院校的学生生源呈现多元化，如“高考生”“单

招生”“中高职贯通生”“扩招生”等各种渠道的生源等，并且

还分有“文史类”“理工类”“物理科目组”“历史科目组”等等。

各生源数量不一，有的无法单独成班，只能混班排课，这对于授

课教师的“分层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中高职贯通生”

在中职学习过程中可能已经或多或少接触到了一些食品标准与法

规的专业学习，“文史类”和“历史科目组”的学生相对于“理

工类”和“物理科目组”的学生更容易接受《食品标准与法规》

课程的学习方式。而目前传统的教材形式无法针对学生进行具有

针对性的学习和训练，难以展开“分层教育”，从而影响了学生

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二、高职开发《食品标准与法规》活页式教材的必要性

（一）教材内容“时效性”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层出不穷，而

我国食品相关的法律也随之不断进行修订，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型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以《食品安全法》为例，自 2009 年实施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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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于 2015 年进行了修订，之后分别

于 2018 年和 2021 年进行了分别进行了修正，国务院于 2019 年出

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对该法律进行细化，

2020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

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明知”概念进行补充，有理由认为最

高人民法院在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中会陆续出台相关解释。

而高职相关教材却一直难以与最新动态保持一致。截止到 2022 年

初，未见任何教材中的《食品安全法》是 2021 年最新修正的版本。

而活页教材有着特有的灵活性，教师可以将修订后的法律制

成插页，替换掉旧教材修订前或已经废止的法律条文插页，编辑

部也无须因为一个法律的更新更重新将教材翻版印刷，在保证《食

品标准与法规》时效性的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二）教师授课“灵活性”的需要

《食品标准与法规》课程目标除了依据国家相关课程标准以

外，还需要服务于“人才培养方案”中对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

因为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人才的培养往往需要服务于地区企业的

需要。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食品产业分布不同，现有食品

安全法律也随着食品分类的不同，也分别针对粮油制品、畜产品、

乳制品、休闲食品等等分为若干方向，所以每个地区对于食品标

准与法律法规的侧重点不同。活页式教材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

由授课教师向编辑部提前“订制”教材，选择需要讲解的法律法规，

将其他法律法规以拓展知识或者鼓励学生借助网络自学的形式开

展，既节省了教师需要额外查询、印刷教学材料的精力，又节约

了学生的学习成本。

另外，零零后学生对自身职业发展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

期望，对课程学习、素质拓展、就业取向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百万扩招后生源结构多元化，活页教材可以根据生源的不同，由

教师选取不同的教学内容，充分开展“分层教育”，使《食品标

准与法规》在教学过程中做到“标准不降、模式多元”，为不同

来源学生提供适合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面向不同专业基

础、不同工作岗位和不同层次的从业人员开展多元化的职业教育，

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教材“通用性差”的难题。

（三）企业参与“实用性”的需要

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是职业教育的特点之一，这一特点要求

《食品标准与法规》必须有企业人员参与。一线食品管理人员文

化层次高，适时关注食品行业的发展，而且对于本企业所涉及方

向的相关法律研究透彻；然而企业人员对于教材的编写比较陌生，

对于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了解不全面，而且大多不熟悉职业教育的

特点，这又为教材的编写带来了困难。所以《食品标准与法规》

的教材参编人员最好是大型第三方检测机构，他们关注的食品行

业方向广、接触的食品行业多，并且因为招收高职实习生和毕业生，

对于高职教育的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建议分配给企业人员

的编撰内容以案例分析和标准解读为主，发挥企业人员“实践性强”

的特点，并且可以利用活页教材的优势随时更新发生在学生身边

的案例，保证教材“实用性”的需要。

（四）学生学习“针对性”的需要

对于大多数高职生来说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将学到的法律

法规融会贯通非常不易。特别是近年来生源结构逐渐多元化，有

些文科学生在之前较少接触到生物和化学基础，甚至有一些扩招

的成年学生也成为了高职教育的教学对象，他们学习基础弱、学

习习惯差，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往往容易导致出现教师

难教、学生难懂和厌学等情况。因此利用活页式教材模块化、碎

片化的特点，往往可以减轻学生的畏难情绪，将繁杂的课程体系

简单化，再利用较新的食品安全案例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暗示课程

的实用性，辅以视频、动画等融媒体等手段，增强课程的趣味性。

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学情的具体情况灵活组合，锻炼学生的思维和

实践能力，达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学生在进行案例分析的时

候也可以直接将法律法规直接取下，对照案例进行分析，免去了

前后不停翻页的麻烦。

（五）学生教学质量评价的需要

随着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不断创新，《食品标准与法规》

课程在不同高职院校也有不同的评价方式，而合理、切实可行的

课程评价体系，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有效发

挥评价的积极作用。其教学质量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应用可以及

时反馈授课教师的教学效果，指导教师即时根据学情调整教学方

式和教学方法。然而传统的教材有的缺失评价方式，有的则固化

了评价方式，《食品标准与法规》课程的授课教师只能舍弃不用。

如果采用“活页式”的教材，则可以由授课教师定制适合本校食

品类专业特色的评价体系，并列成打分表，由教师现场对学生进

行针对性的打分，从而达到教材利用程度的最大化。

另外，食品专业的高职学生在毕业后多从事基础的一线生产、

化验、销售、基层管理等岗位，极少有学生能够参与食品安全科

研攻关。基于学生的基础和未来就业方向，从学生就业的适用度

方面来讲，对于授课的内容应该按需选取。

三、结语

总而言之，活页式教材作为一种新的教材形式，具有时时更新、

按需取材、案例实用、学生适用的优势。虽然《食品标准与法规》

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但是鉴于该课程易于模块化、碎片化

的特点，完全可以利用活页式教材的优势完成从“教材”向“学

材”的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教师对于不同教学体系、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更好地掌握标准与法规的理论知识与分析技能，并学以致用，实

现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食品标准与法规》

活页教材这一积极的尝试，对完善高职食品专业的课程体系、在

高职教学中深入和实践“三教”改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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