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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专融合背景下 

通识课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课程思政创新教学模式探究
汪大巍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　要：在通识课学生的学科背景多样化的条件下，以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大目标为主要目的的大学通识课

程思政创新教学改革不断推进，“课程思政”教学创新理念全面融入通识教育体系。本文以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课程为例，

将健康理念及中华饮食文化中的思政内涵融入通识课程，从课程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出发，教师的认识培养、

案例教学为突破口，多种教学手段综合应用等方面，挖掘通识课的思政教育价值，为高校通识课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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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政教育不仅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

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教育的根本使

命——立德树人。课堂一直以来都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阵

地，而思想政治教育长期以来被认为仅仅是思政课的任务，

形式和内容上比较单一。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包括通识课与专业课在

内都有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武汉华夏理工学院以中央的精

神为指导，提出每门通识课与思政有机融合，让通识课充满

人文与社会关怀，潜移默化地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

观，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激发广大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相比较。通识课的学生背景更

为多样，课程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基础素养和综合能力，强

调跨学科的知识拓展，涵盖多个学科领域。因此，通识课的

课程思政建设与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并不完全相同，具有自

身的特点 [1]。

1. 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课程思政创新教学的基础

1.1 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知识点与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

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以饮食文化中的营养与健康为主

要内容，结合中医食疗与保健、饮食健康与环保、有机食品

与绿色食品等特点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类通识课程。以中华饮

食发展的时间为脉络系统介绍了饮食学总论、汉代、唐代与

宋代饮食的结构与特点、中国地方性饮食的优缺点、现代的

饮食营养学、饮食安全与环保、中医食疗、保健食品、有机

食品与绿色食品等主要内容。课程通过对蕴含在中华饮食文

化与结构中的生命科学知识探究，使同学们树立健康的生活

观和环境保护意识。经过多年的课程建设，课程树立了将专

业知识点与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2]。例如：

在讲到东汉饮食时，中华饮食特点正是合餐制，列举“举案

齐眉”的故事对此说明：梁鸿和孟光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二

人多年来一直相敬如宾。尤其是妻子孟光，每到吃饭时都恭

恭敬敬地走到丈夫跟前，低着头将食案高举齐眉，请丈夫用

餐。可以想象，如果那时候不是分餐制而是合餐制，孟光是

不可能天天这么做的。结合现代培养学生家庭伦理和谐的观

念。在饮食营养章节中，讲到了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结

合大学生的饮食结构与老年人的饮食结构对比，培养学生珍

爱生命，关心父母和老人的朴素情感。通过内在联系使通识

课的教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工作对象、工作方式、工

作目标上达到高度的统一。因此， 通识课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的载体，还与思政教育在育人功能上殊途同归，由此中华

饮食文化与健康教学中引入思政教育顺理成章，能很好地发

挥二者协同教育的作用。

1.2 培养授课教师的课程思政的认识与能力

“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他们是教书育人

行动的核心实施者，也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我的课

堂我负责”不仅是对教师主体身份的明确，更是对其应尽职

责的宣告。在“课程思政”的具体落实过程中，教师的育德



教学教法研究 5卷 1期
ISSN:2810-9651

73    

意识和能力至关重要。他们需要深刻理解课程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并将其自然融入专业教学内容之中。

   通识课教学组将“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紧密结

合，在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教案、课件、讲义及考试

等关键环节中，始终强调“价值引领”。例如，在设计课程

目标时，注重将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培养相统一；在编制课件

时，精选能体现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的案例；在考试评价

中，加入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考量。同时，教学组充分利

用学校提供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平台，主动联合思

政课教师、辅导员以及其他学科背景的专家，组建跨领域、

多维度的教学团队。通过定期开展集体备课、教学研讨等活

动，促进成员间的经验分享与优势互补，实现“互帮互助、

协同育人”的目标，从而确保课程思政的实际效果达到预期

标准。

2. 课程思政在《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案例教学中的

具体应用

2.1 在《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课程教学中进行理想信

念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在市场经济和

网络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部分大学生面临诸多挑战：网络上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等谬论时有流传，导致一些学生政

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学习目标功利化，甚至对自身

文化认同感减弱。究其根源，在于信心缺失——缺乏对国家、

对人民、对家庭的责任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深入了解与自

信。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

而中华饮食文化则是这一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

统学习饮食文化的渊源、内涵、特色及其与其他文明的比较，

不仅能让学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能帮助他们树

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自信尤为重要，

它证明中华文化不仅不逊色于任何其他文明，而且在现代社

会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复兴潜力。借助饮食文化这一贴

近生活的载体，能够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传承中华民族的精

神内核，从而更加坚定地投身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之中。

2.2 在《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案例教学中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 

近年来，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加之部分留学生在国外行

为失范的负面新闻频发，网络上一些不实言论和错误价值观

对大学生的爱国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通

过案例教学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尤为重要。在《中

华饮食文化与健康》课程中，通过对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如

法国）饮食发展史的对比分析，学生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国饮

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华饮食文化历经数

千年积淀，形成了以味、色、香、质、形、序、器、适、景、

趣为代表的“十美”风格，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

思想。中国饮食体系注重以人为本，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的个性化调理，这种特质不仅符合国人的体质特点，更蕴含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通过学习，学生不仅能了解

国家悠久的历史与发展脉络，还能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加自信

地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正确的国家形象。这样的教学方式，

既让学生掌握了专业知识，又有效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

民族自豪感。

2.3 在《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案例教学中的美学教育

美学教育是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教育中的最重要一环。

通过中国八大菜系，特别是其中代表菜的介绍，反映了中华

文化中的美学观。比如：鲁菜作为菜系之首，宫廷菜的代表，

糖醋鲤鱼、九转大肠、一品寿桃、翡翠虾环、海米珍珠笋、

炸鸡扇、燕窝四大件、菊花虾包、一品豆腐、寿字鸭羹、拔

丝金枣以清香、鲜嫩、味纯为特点，充分体现了“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的特色。将味色香质形等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川菜的代表主要特点在于味型多样，“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有“七味”（甜、酸、麻、辣、苦、香、咸），

八滋（干烧、酸、辣、鱼香、干煸、怪味、椒麻、红油）之

说。在国际上享有“食在中国，味在四川”的美誉。粤菜选

料广而杂，鸟、兽、虫、蛇皆可入；口味清淡，爽口生脆，

大多偏甜；季节性强，有“时菜”之称。粤菜扬名欧美。以

佛跳墙为例，号称佛闻到香味也会忍不住。

2.4 在《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案例教学中的道德品质

教育

诚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重点内容，而饮食的

安全问题恰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2011 年 2 月，全国多

地再次曝出“水解皮革蛋白”事件，不法商家把皮革废料或

动物毛发等物质加以水解提炼成“水解皮革蛋白”，再将其

掺入奶中，企图以此来提高奶里的蛋白质含量好蒙混过关。

这些不法商家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以后，大学生进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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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也需要遵守各个行业的道德底线，诚信守法才能在各

自岗位上取得成就。

3. 《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使课

程思政教育更精彩 

《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课程与企业合作，引入企业

管理者到课堂进行教学，帮助学生理解中医理论，同时也是

学校的教学改革课程。在课堂教学方法上引入了“翻转课

堂”“对分课堂”等 [4] 新的教学方法来满足学生的需求，

例如通过布置“你对自己家乡的特色饮食怎么看？”“大学

生饮食如何做到健康、安全、有营养”等议题，让学生对课

堂所学的饮食理论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并且通过学生座谈、

学生班会、 问卷调查等方式得到了良好的反馈。 采用“线

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课程期间通过调查问卷了解

学生学习情况，通过课前 测试、课中讲课与答疑、课后作

业与 PBL 小组讨论，能够很好的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并在

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内容。以“学生为主体”采用课堂小组

讨论，翻转课堂的形式，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效率高；讲课方式先进，和学生

互动非常流畅。在开课期中和期末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根

据问卷调查结果对教学情况进行分析和改进。参与调查问卷

共有 480 人，根据问卷结果进行分析。有 63.4% 的学生认

为该门课程学习非常重要， 有 86.7% 的学生认为该门课程

学习比较难或者非常难。对于老师采取翻转课堂的 PBL 教

学模 式，大多数学生是认可的，其中非常接受的比例达到

了 40 %，接受比例为 59.7%。学习和成效的评估互为因果，

相互促进的。通过效果评估不仅仅以考试分数而定，还通过

对学生资料 收集能力、团队组织能力、沟通能力、人文素

质等进行全面综合评估，反映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4. 结束语 

通识课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载体，更是价值引领的重要

阵地。每一门通识课都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功能，这些功能值

得被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 [5]。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必须深刻

认识专业知识点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这

要求从提升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意识入手，通过系统培训增

强其育德能力。同时，应以案例教学为突破口，选取贴近实

际、生动鲜活的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思考深度。此

外，还需综合运用多种现代教学手段，如翻转课堂、混合式

教学及信息化工具，将价值引导自然融入知识讲授过程中，

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成立德树人的

教育目标，彰显课程思政的独特魅力与深远意义。这种潜移

默化的教育方式，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具备社会责任感的

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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