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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融入“食品添加剂”课程体系构架与教学路径分析 
杨岩 

（武威职业学院  733000） 

摘要：课程思政在高职的教学过程当中，是利用高职的课堂作为主要的媒介，以思政的专业知识作为载体来进行的教育，作为
一种新的战略，也是为了满足我国建设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利用马列主义原理，同时要利用科学的发展观，在当前国际社
会异常复杂的大背景之下而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同时采取了更具逻辑以及哲学的阐述，通过“食品添加剂”中课程思政的融入和
融入的途径进行浅述，从而有利于高校培养高素质食品行业专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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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要想在世界强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实现科技强国，我国
根据国际形势指出，科技是强国的第一生产力，而要想发展科技，
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使命，从
而为社会的建设培养接班人。当前，在我国的“食品添加剂”课程
思政的教学的模式，依然还处在相对来说一个摸索的过程中，更多
的教学经验还没有形成，对此课程更多的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和
分析。 

一、“食品添加剂”教学中将思政融入的思考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不断变化，高职的教
育改革也在不断地进行，因此，高职的教育改革只有尝试创新性发
展，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世界的发展，使高职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
适应世界的建设，使高职的思政教育更加适应世界发展的需要，从
全面认识到课程思政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建设的需要，新的
思政教育方式。[1]食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的物质，然而，当
前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食品安全
的问题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食品的运输不当，会导致食
品发生污染、变质，有时会造成资源浪费，但有时也会造成食品中
毒事件，还有在食品加工中，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给人们的身体
健康造成危害等。 

1 现状思考 
许多高校在进行将课程思政与自然科学联系的尝试，这样就能

够打通各个课程之间独立的育人壁垒，实现课程思政教育效果的最
大化，然而通过调研发现，这种尝试只是经过了初步探索阶段，还
没有与其它各个课程之间形成深度的磨合，契合度很低，这主要是
因为课程思政的特点所形成的，思政的特点是在实施时它在保障系
统的协同性要求上会不同，而且要求非常高，其次，课程思政还要
求有渗透性，在与其它课程相互融合时，要体现出自然性且无意识
性，而这样的要求，对于将课程思政与其它学科进行融合时就会比
较困难，这是当前各高校在进行课程思政融入到其它自然科学难以
突破的一个基本现状，对于将课程思政融入到“食品添加剂”教学
中依然如此。 

2 可行性研究 
“食品添加剂”课程的原则是工学联合为特征性教育，对基础

知识尤为重视，对于课程思政来说，是人文学科，是对人的塑造作
为教育的根本，研究好这层关系，就要在进行“食品添加剂”课程
教学时，以思政教育作为引导，通过将专业的知识与思想教育融合
到一起，实行课程思政与“食品添加剂”课程的高度融合。具体来
分析，“食品添加剂”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包括食品安全，营养学等，
它的知识覆盖范围较为广泛，抓住这一点，可以联系社会事件进行
分析，将社会热点与“食品添加剂”课程联系在一起，如三鹿奶粉
事件，通过分析专业知识，来研究社会现象，得出其中的思政元素，
所以，将课程思政与“食品添加剂”课程进行融合，其具有一定的
可行性。 

二、“食品添加剂”课程思政的体系构架与融入路径 

1 多级联动 
要想课程思政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就需要在教育系统当中保

证协同性，我国的教育系统异常复杂，要想保持协同性非同易事，
需要各高校的教师在进行课程教育时都要进行协同合作，然后组成
一个共同体，共同为课程思政育人服务，使更多的资源能够实行共

享，并且在观念上保持一致，达到共识的要求。在所有教育形成一
个共同体时，要明确这当中的主体是教师，教师要认清课程思政的
真正意义以及其中所想要表达的逻辑，理解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之
间的区别以及联系，也要区分课程思政和学科德育之间的不同点和
共同点，只有对课程思政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认知，才能保证课程
思政在高校当中能够稳步推进，达到育人的目的，并为这样的目的
提供了前提条件。 

2 混合教学 
课程思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教学过程中的潜隐

性，高校教师进行“食品添加剂”课堂教学时，要很自然地将思政
元素融入到专业知识的讲解过程中，同时要有很强的暗示性。针对
课程思政的这种特点，高校教师在进行“食品添加剂”课程教学模
式要加以改变，从而适应课程思政潜隐性的特点，通过直接的方式
及间接的方式向学生灌输思政元素。[2]许多高校正在实行 O2O 的教
学模式，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融合了线上与
线下混合式的教学，在线上主要是以微课的形式，也就是视频的形
式进行讲解，通过一个知识点来展开更多视频教学，同时，线上教
学也是课堂的一种延伸或补充。线下学习，主要设计了以讨论为主，
并且教师定期或不定期地布置一些学习任务，通过对学生考核的方
式来达到知识输送的目的，在线下交流时，交流的内容围绕知识点
展开，让学生进行更多的联想，联系实际生活中的现象，与知识点
进行挂勾，从而达到课程思政的目的。 

3 遵循德智教育 
在“食品添加剂”课程当中，首先要分析课政思政与其进行融

合的可行性，在实现高度契合之后，就要全面地对思政元素进行挖
掘，将思政元素具体到课程的每一个章节当中去，使学生在学习“食
品添加剂”课程时，能够得到更多的思政教育，从而培养学生的理
想信念，以及爱国主义精神，使学生能够从感性认知上面升华为理
性分析，最终实现个人在知识性以及思想性方面高度的统一，成为
高素质人才，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结束语： 

在“食品添加剂”课程当中，它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不可
避免地会与各种社会事件有所牵连，包括各类社会热点，这些社会
事件和社会热点，都可成为课程思政的重要元素，只有将这些社会
元素融入到课程思政教学中，才能使高校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思政内
容，并且能够从思想深处去改变自己的认知，将专业知识上升为责
任的担当，最终达到培养食品行业的高素质以及具有良好品德综合
型人才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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