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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食品添加剂》课程思政元素的设计与实践

黄晓苹　乔 鑫　眭红卫

武汉商学院食品科技学院　湖北武汉　430056

摘　要：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为响应我国“立德树人”根

本育人目标和教育发展规划，该文根据《食品添加剂》课程的特点，围绕教学目标和大纲，对课程中的每个章节模块都进

行了思政元素设计和实践。本文旨在探索新工科背景下，既能提高食品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又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意识以及实践能力的新方法，同时也为本专业其他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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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

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作为现代食品工业发展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和合理使用已经成为公

众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1]。与此同时，在当今教育背景下，

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求高校

将思想政治的教学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以培

养既具备专业技能又具备道德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2]。因此，

将思政教育融入《食品添加剂》课程，不仅能提升学生的专

业知识水平，还能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新工科背景下《食品添加剂》课程特点与教学现状

新工科是近几年提出的一种新的工程教育理念，旨在

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各种挑战。新工科强

调学科交叉融合、创新驱动发展和产教深度融合，致力于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3-5]。

在新工科背景下，传统工科专业需要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方

式，以适应新的人才培养需求。

《食品添加剂》是我校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必修课程

之一，也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涉及食品化学、食品毒

理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营养学、食品卫生学等多个学科

领域，课程内容包括食品防腐保鲜类、色香味类、质构改良

类、营养强化剂、食品加工助剂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的定义、

分类、性质、作用机理、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以及注意事项

等。该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需要学生不仅要掌

握理论知识，还要具备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操作的能力。

目前，《食品添加剂》课程的教学模式已经从过去比

较单一的课堂教学逐渐转变为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一些食品

专业教育同行也对该课程进行了思政教学，且教学评价较好
[6-10]，但教学内容、思政元素的融入还可以进一步被挖掘。

而且在新工科背景下，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职业

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成长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

质工程技术人才。

2. 课程思政融入《食品添加剂》的可行性

《食品添加剂》作为一门涉及化学、生物、营养、毒

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课程，其多学科特性为思政元素的融

入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切入点。食品安全和健康问题在当今

社会越来越受到关注，而食品添加剂作为现代食品工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的应用和影响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引导学生深入理解食

品添加剂在现代食品工业、大健康战略以及食品安全领域中

的重要性，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还能增强他们对食

品安全和健康的重视。具体可行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讲解食品添加剂的发展历程和对社会的影响

等内容，引导学生思考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思

考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思辨思维，使学生能够更加

全面的看待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2）通过介绍我国食品添加剂的发展及其对食品行业

带来的变化，引导学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

（3）通过食品添加剂相关的典型案例，采用案例分析、

问题导向等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让

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分析案例中涉及的道德和

法律问题，如滥用食品添加剂对消费者健康的影响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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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仅帮助学生理解法律法规的重要性，还能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

3. 《食品添加剂》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设计

根据《食品添加剂》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对课

程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点进行挖掘与设计。《食品添加

剂》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设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食品添加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章节模块 主要内容 思政元素 立德树人目标 教学方法

绪论

食品添加剂概述

三聚氰胺毒奶粉、瘦肉精事件、假鸭血、
泰国香米、染色馒头等案例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守道德底线

讲授法 + 案例
教学 + 问题导

向教学

苯胺紫的发现 培养学生不惧失败、勇于探索的科研精神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使
用 安全评估指标的由来与确定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和职业道

德操守教育

食品添加剂安全监管
滥用食品添加剂违法案例分析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及法律教育

食品添加剂研究新进展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用于探索的精神

防腐保鲜类食品添
加剂

食品防腐剂

零防腐剂食品的标榜案例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
讲授法 + 案例
教学 + 问题导

向教学

禁用防腐剂类别

豆腐中出现防腐剂案例

食品抗氧化剂
抗氧化技术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天然抗氧化剂的不断开发 培养学生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

色香味类食品添加
剂

食品着色剂 柠檬黄超范围使用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

讲授法 + 案例
教学 + 问题导

向教学

食品护色剂
亚硝酸盐在食品中的作用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创新精神、思辨思维、跨学科

思考亚硝酸盐的安全性

食品漂白剂 正常枸杞和硫磺熏过的枸杞案例 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

食品用香精香料 孙宝国院士对肉类香料的贡献事迹 教育学生不断创新，不畏艰难的科研精神；认识科技
进步的影响；爱国情怀

食品酸度调节剂 盐酸、磷酸在食品中的使用和在化学中的
应用对比 培养学生思辨思维

食品甜味剂

从特殊人群出发，以甜味剂在功能食品中
的创新应用为例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精神、奉献的科研精神

糖精钠的发现

食品增味剂 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的发展 引导学生思考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质构改良类食品添
加剂

食品乳化剂
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的乳化能力比较 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勤奋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和创新思

维

讲授法 + 案例
教学 + 问题导

向教学

天然乳化剂的研发

食品增稠剂

不同类型果冻的制作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验探究意识增稠剂的作用机理研究内容

东北皮冻制作原理

食品膨松剂 含铝膨松剂的使用和铝过量的危害 引导和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专业素养和思辨思维

食品稳定剂和凝固剂
神仙豆腐的制作案例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精神

防腐剂在豆腐中的违法添加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

食品抗结剂 亚铁氰化钾的谣言案例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

食品水分保持剂 甘油在食品中的用途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跨学科思考

营养强化剂 营养强化剂 强化剂使用注意事项解析 培养学生正确使用营养强化剂的法律法规意识、社会
责任感意识、辩证思维

讲授法 + 问题
导向教学

食品加工助剂及其
他食品添加剂

面粉处理剂 GB2011/2014/2024 中面粉处理剂的类别变
化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认识科技进步对食品行业的影
响，正确认识科技与安全之间存在的关系

讲授法 + 案例
教学 + 问题导

向教学

食品加工助剂 食品加工助剂残留量限定与检测 引导学生思考科技进步与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 讲授法 + 问题
导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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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添加剂》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

课程思政是指在各类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核心理念是“立德树人”。在课程中融入思政

教育，要注意将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自然衔接，不能过于生

硬。《食品添加剂》课程内容分为绪论、防腐保鲜类食品添

加剂、色香味类食品添加剂、质构改良类食品添加剂、营养

强化剂、食品加工助剂及其他食品添加剂六个章节模块，思

政元素在每个章节中的具体体现如下所述：

（1）绪论。绪论部分包括食品添加剂概述、安全使用、

安全监管三个部分。在课堂讲授食品添加剂概述时，教师会

引入三聚氰胺毒奶粉、瘦肉精事件、苏丹红事件、假鸭血事

件、泰国香米事件、染色馒头事件等案例，让学生充分理解

并区分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并能够根据授课内容正确

判断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瘦肉精事件、假鸭

血事件等属于典型的非食品添加剂事件，染色馒头事件、泰

国香米事件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从而引导学生养成思辨

思维，消除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理性分析相关食品安全事

件，明确清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必须遵守国家制定的相关标

准和法律法规，明白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与职业道德有关，还

涉及到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 [11-12]。讲

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工业中的重要性时引入苯胺紫发现的小

故事，讲食品添加剂的安全使用时介绍毒理学评价阶段，这

些都能引导学生的科研意识，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热情和

不畏失败、勇于探索、严谨认真的科研精神。讲到食品添加

剂的安全监管，通过讲解 GB2760-2024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形成严谨规

范的工作作风，做一个遵守法律法规且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

的从业者 [13]。通过介绍食品添加剂的研究进展，培养学生

不断创新、用于探索的科研精神。

（2）防腐保鲜类食品添加剂。这类食品添加剂包括防

腐剂和抗氧化剂两类。防腐剂授课过程中，讲解防腐剂食品

时，通过提出问题“防腐剂零添加食品更健康？”结合随机

选人环节，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情况下需要添加防腐剂，

从而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讲防腐剂的种类时，引入米

糕中添加苯甲酸钠不能起到防腐作用的案例，加强学生对专

业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入硼酸应用于面

点、豆腐中添加苯甲酸钠等违法案例，引导学生加强食品相

关法律和标准的学习意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

识。抗氧化剂授课过程中，以自由基引入抗衰老途径，呼吁

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抗氧化技术汇总和分

析优缺点时，通过提问和随机选人方式，让学生养成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的学习习惯，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天

然抗氧化剂的开发，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3）色香味类食品添加剂。色香味类食品添加剂包括

着色剂、护色剂、漂白剂等色泽类食品添加剂，酸度调节剂、

甜味剂和增味剂等调味类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用香精和香料。

着色剂部分，通过柠檬黄染色馒头案例，强调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不是为了掺假，从而引导学生要养成诚信、诚实的品质。

护色剂部分，介绍亚硝酸盐的使用最早起源于我国，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14]。讲解亚硝酸盐的护色、抑菌、

改善食品风味等作用机理以及安全性问题，通过回顾食品化

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毒理学等内容，培养学生的跨学科

思考能力 [15]；通过亚硝酸盐取代技术的逐步进步，激发学

生的创新精神；通过探讨亚硝酸盐剂量与人们健康的关系，

培养学生的思辨思维。在讲到食品漂白剂时，利用硫磺处理

前后的枸杞对比案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养成诚

实的品质。讲授食品用香精香料内容时，教师会分享孙宝国

院士在我国肉类香料的贡献事迹，一方面让学生明白技术落

后就要处于被动的地步，从而激发学生对科学的探索和不畏

艰难的科研精神，另一方面从孙院士的贡献事迹，也能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16]。酸度调节剂部分，通过

化学用盐酸和磷酸与食品用盐酸和磷酸的应用进行对比分

析，培养学生的思辨思维，让学生明确意识到食品用和其他

用途的物质的区别。在具体讲到甜味剂时，根据非糖类甜味

剂和糖醇类甜味剂的特点，引出糖尿病、肥胖等特殊人群的

饮食，从而引导学生思考功能性食品的创新，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分享糖精钠的发现小故事，一是让学生意识到想法

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二是学习科学家对科研的热爱和奉献精

神。讲授增味剂时，通过介绍增味剂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的发

展，引导学生去思考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能够

正确认识科技进步带来的影响。

（4）质构改良类食品添加剂。这类添加剂种类较多，

包括乳化剂、增稠剂、膨松剂、抗结剂、水分保持剂、稳定

剂和凝固剂等几类。乳化剂部分，教师在讲到单双甘油脂肪

酸酯的乳化能力部分时，通过两者乳化能力的比较，引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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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技术相关内容，从而引导学生树立学习新技术的信心和能

力；通过天然乳化剂的开发内容，培养学生勇于探索、不断

创新的精神。在讲到增稠剂时，通过不同类型果冻的制作原

料，强化学生对增稠剂的定义和种类的理解；讲到增稠剂的

作用机理时，引入相关论证文献和研究内容，引导学生思考

实验与结论的关系，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究意识；通过东

北美食皮冻的制作，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增稠剂明胶的认识，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膨松剂部分，含铝膨松剂的使用及

铝过量的危害，让学生时刻谨记剂量与安全性之间的关系，

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思维去看待问题，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一定

要遵循国家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稳定剂和凝固剂章

节，引入利用含果胶含量高的树叶和草木灰共同制作神仙豆

腐的案例，通过提问其制作原理，引导学生思考稳定剂和凝

固剂在食品制作中的应用，从而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

精神；引入豆腐中检测出苯甲酸钠的案例，引导学生一定要

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意识。在讲到抗结剂中的亚

铁氰化钾时，分享网络上对亚铁氰化钾的不实言论，并根据

相关知识列举证据证实其谣言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的专业素

养和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

（5）营养强化剂。解析营养强化剂的使用注意事项时，

引入奶粉标榜 DHA 等营销广告，结合随机提问学生对营销

广告的看法，从而引导学生养成正确使用营养强化剂时必须

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意识，要有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意

识，不能误导消费者；同时培养学生养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思辨思维，让学生能够更好的认识营养强化剂。

（6）食品加工助剂及其他食品添加剂。讲授食品加工

助剂残留量限定使，引入检测技术相关内容，引导学生思

考科技进步与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在讲到面粉处理剂目

前可用类别时，列举面粉处理剂从 GB2011 到 GB2014 再到

GB2024 的变化，一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让学生视觉感

受面粉处理剂的发展变化，培养学生明确感受万物都在变化

之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思辨思维；二是引起学生思考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从而引导学生认识科技进步对食品行

业的影响，认识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时刻谨记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的意识。

5. 结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食品添加剂》作为一门理论与实

践紧密联系的学科，其课程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的教

授，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通过对《食品添加

剂》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有效挖掘和整理，并将其渗透到

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不仅能够让学生体会食品添加剂在

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还能够将学生培养成具备创新精神、

良好道德品质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工科人才，从而为食品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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