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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新时代云南咖啡故事

——咖啡加工学课程思政融入与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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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咖啡加工学》课程建设目标，深挖思政元素，结合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现状，将思政元素巧妙的融入《咖

啡加工学》课程中，以任务驱动、问题教学、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和实地参观学习等方法探索思政元素融入《咖

啡加工学》课程教学模式；培养具有咖啡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为咖啡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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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04 年，云南开始种植咖啡，到现在已经有 100 多年

的历史。2022 年为推动云省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工信厅三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咖啡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提升若干政

策措施》[1]。《咖啡加工学》课程作为地方院校特色课程，

需要紧密关注地方产业需求，结合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现

状，培养具有咖啡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为咖啡产

业的升级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印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1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强化价值塑造，全面加

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健全完善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

有课程育人网络，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构建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各类

学校要自觉承担思政课建设主体责任，不断开创新时代思

政教育新局面。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课程思政是现代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知识图谱作为现代新型的智能教学

辅助之一，能够将咖啡从种子到杯子大量的、零散的咖啡

产业相关信息链接为一体，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咖啡

加工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在

构建咖啡加工知识图谱的同时，可以在课程目标和课程内

容中将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其中。在讲好新时代云南咖啡

故事的同时，借助《咖啡加工学》课程融入思政元素，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使其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咖啡产业，成为一

个合格的新时代新农人。

1.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咖啡加工学》课程极具地方特色，课程包括理论部

分和实践部分，理论部分以咖啡加工基本原理为主要线索，

系统介绍咖啡加工理论基础、咖啡初加工、咖啡深加工、

咖啡加工的质量评价、咖啡产品及咖啡副产物开发利用等

内容 [3]；实践部分围绕着咖啡的生产流程，从咖啡鲜果采摘、

鲜果初加工、脱壳、咖啡烘焙、杯测和副产物开发利用等

内容展开教学。《咖啡加工学》课程还与多学科交叉融合，

将咖啡加工及品鉴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品鉴技能，各

地咖啡最新研究新进展贯穿于全课程，从而培养服务地方

经济的技能型、应用型的咖啡专门人才。

通过教学和实践环节，需要使学生能够在通识课、基

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之上将所学与咖啡产业链有机结合起来，

知识目标上学习传统咖啡加工方法和咖啡特殊处理后，会

对咖啡鲜果进行加工、烘焙，能够根据杯测，调整咖啡加

工和烘焙参数；能力目标上会用传统方法和特殊处理加工

咖啡，会咖啡基本冲煮和独立杯测，改进咖啡鲜果加工工

艺、烘焙参数、副产物利用；素养目标知咖、爱农和助农，

会对咖啡加工处理，服务咖啡产业助力咖啡可持续发展、

深入咖啡各环节。

2.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紧围绕《咖啡加工学》课程

内容，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形成表 1《咖啡加工学》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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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元素。将课程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使这些元 素巧妙的融入到课程中，形成像肉汤与盐的关系。

表 1  《咖啡加工学》课程思政元素

章节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及融入方式

咖啡概述
1. 咖啡概述

2. 国内外咖啡加工现状
及前景

1. 线上学习：咖啡在我国的发展和种植，云南咖啡产业迅速崛起，离不开咖农精细的管理和耐心的呵护，这体现了
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学习咖农的勤劳、专注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学生知咖、爱咖。
2. 讲故事：厚植咖啡情怀，讲好云南咖啡故事，咖啡产业的创新动态，如新技术的应用、新产品的开发等，并引导
他们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 讲述：学习云南省咖啡发展情况，建立家乡咖啡自信。
4. 作业：线上完成小粒咖啡对我省乡村振兴的贡献。

各国咖啡文化 1. 国外咖啡文化
2. 国内咖啡文化

1. 分组任务：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咖啡文化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引导学生尊重不同文化，提高跨文化交流和理解能力。
2. 介绍：咖啡的起源、传播和发展历程，介绍文化多样性和交流的重要性，分析咖啡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引
导学生理解文化包容和尊重的价值。
3. 讲述：我国咖啡文化和当下的咖啡庄园，培养学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4. 课后作业：探讨如何将新式咖啡文化与传统茶相结合，创造新的价值和体验；茶咖文化的兴起，不仅体现了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之美，也展现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这种融合不仅让咖啡文化在
中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咖啡采摘
1. 咖啡的成分

2. 咖啡鲜果采摘
3. 咖啡鲜果预处理

1. 线上学习：学习咖啡的营养成分，引导学生学会用科学的看待咖啡与健康问题。
2. 动手采摘：线下课外小实践，到咖啡地中采摘咖啡鲜果，让学生亲身体验劳动的辛苦，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动
手能力。
3. 小组任务：分组完成咖啡鲜果的预处理，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

咖啡加工
1. 咖啡初加工

2. 咖啡精制加工
3. 咖啡烘焙

1. 深入咖啡初加工基地：真实感受水洗处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引发学生对环境保护的思考。
2. 讲故事：云南咖啡作为中国重要的咖啡产区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分享云南咖啡的加工史、
品牌和庄园的故事等，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3. 讲述：咖啡加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寻找解决方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4. 小组任务：采用不同的方式加工咖啡鲜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5. 自主探究：设计咖啡烘焙曲线烘焙咖啡豆，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自主探索精神。
6. 线上学习：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的咖啡处理法，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7. 讲政策：通过咖啡精深加工，引入云南省政府推出的咖啡精深加工政策，提升咖啡深加工率，推动精品咖啡产区
建设。

咖啡豆的质量
评价

1. 评价方法
2. 评价指标
3. 评价标准

1. 线上学习：咖啡豆有好的也有坏的，坏的要拣除去，好的留下来，联想到事物的好与坏，通过对辨别事物好坏，
从而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2. 动手做：挑拣瑕疵豆，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动手能力。
3. 讨论：瑕疵豆出现的原因，咖啡豆的种植、采摘、加工和品鉴都需要精细的操作和严谨的流程，体现了工匠精神
的内涵，引导学生学习工匠的敬业、专注和创新精神。
4. 案例分析：咖啡豆质量评价标准，关注咖啡加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标准，认识瑕疵豆的危害，引导学
生树立食品安全意识，关注公众健康。

咖啡副产物加
工利用

果皮、果胶、银皮、壳
和咖啡渣

1. 讲述：咖啡在各环节产生的都产生副产物，如咖啡鲜果加工，需要将其清洗、脱皮脱胶等，从而生产过程就会产
生大量的咖啡废水，含有果胶、果皮、果肉、植物蛋白、糖分等污染物，这些环境影响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引导学生对咖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2. 介绍：近年来我校学生在创业、各类比赛中对咖啡副产物利用的优秀案例。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为自
己未来发展做准备。
3. 分享：泡一壶咖啡果皮茶分享给每位同学，对比咖啡果皮废弃与果皮茶的效益，引导学生认识到废弃物并非无用
之物，而是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合理利用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
4. 动手做：设计小实验，让学生利用咖啡副产物同时，深入思考环保、创新和社会责任等问题，培养他们的综合素
质和思维能力。

3.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与教学探索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地方咖啡产业特色，把挖掘

的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大纲、教学设计和考核评价中；在

超星学习通上建立《咖啡加工学》课程资源、形成章节测验、

作业、资料、题库和课程思政库，把所有的内容关联起来

形成知识图谱，通过知识点的关联和推理，引导学生深入

思考这些思政元素在咖啡加工领域的应用和意义。教师可

以通过知识图谱查看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学生通过知识

图谱可以系统的学习和错题收集，错题还会直接帮学生链

接到对应的章节知识，一切知识点都变得可视化。

在教学过程中，以任务驱动、问题教学、互动式教学、

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和实地参观学习等方式进行。教师可以

根据超星学习通查看学生掌握情况，去驱动任务，让学生

在课前完成任务；这样可以实现教师精准的教和学生精准

的学。利用知识图谱构建互动式学习平台，让学生在探索

咖啡加工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咖啡加工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技术要点、市

场趋势和思政元素。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咖啡加

工技术的实际应用和思政元素在其中的体现；通过小组讨

论、案例分析等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

新思维能力，如以小组为单位，探索咖啡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弃物，把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实现咖啡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另外还组织学生到咖啡种植基地、加工厂、咖啡厅和

咖啡文化展览馆进行实地参观学习，了解咖啡生产的实际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和咖啡文化，通过实地参观学习，让学

生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真实的体验咖啡加工要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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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咖啡加工业发展、员工职业职责和生产规范等，

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促进他们

对咖啡加工学课程思政建设的认同和支持。实地参观后学

习，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和模拟生产经营咖啡，如模拟

咖啡加工厂的生产流程、市场调研、在咖啡集市模拟门店

经营等环节，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亲身体验咖啡加工经

营的全过程，加深对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的理解和认识。

4. 课程思政建设效果

在《咖啡加工学》课程的思政元素融入下，学生把咖

啡渣再次回收利用制成了手工皂、提取了精油和手工制品，

把咖啡果皮制成果皮茶、果皮酒、饼干和酸奶等产品，实

现咖啡资源化利用、咖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学生获得国

家级奖项 1 项，省部级奖项 15 个，市级奖项 65 个；咖啡

方向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获国家级 1 项，省部级 5 项。

学生团队模拟经营获得国家级冠军。学生中有 1 人成为咖

啡技师，10 名高级咖啡师，34 人中级咖啡师，3 人高级调

饮师，6 个中级调饮师；毕业生在咖啡行业的就业人数也逐

年增加；成立了咖啡公司 2 家，开设咖啡门店 5 家，促成 6

人创业，带动咖啡产业发展。创新实践，教学相长，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的职业能力也得到提升，教学团队教师或省

级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一项，3 人持有中级咖啡师证、1 人

持有高级咖啡师证、2 人持有 Q 证及 2 人持有咖啡烘焙师证。

这些数据表明，《咖啡加工学》课程思政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 [4]，也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

提高。

学习《咖啡加工学》课程后 22 届毕业生有 4.81% 毕业

论文研究咖啡，23 届毕业生有 10.03% 毕业论文研究咖啡。

这些数据都比实施《咖啡加工学》课程思政之前有了显著

的提高。从这些毕业论文选题可看出，《咖啡加工学》课

程思政增加了学生课题选择的多样性，研究方向多样性，

也给咖啡产业拓展提供了思路。

5. 总结

新时代新征程上，要讲好云南咖啡故事，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通过挖掘思政元素，

利用超星学习通知识图谱等现代教学手段把课程思政元素

融入到《咖啡加工学》课程中，实施任务驱动、问题教学、

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和实地参观学习等方法 [5]，

可以促进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教学方法的创新，提高《咖啡

加工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为咖啡产业培养了一批

具有专业知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专业

技能和良好职业素养的人才。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推动

咖啡产业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

教育漫谈，春风化雨，云咖百年正青春，立德树人正

当时，《咖啡加工学》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未来，

我们将继续深化课程思政建设，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为培养更多具有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咖啡产业人

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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