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成果类型

☑项目研究报告 □系列课程与教材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目成果名称

1. 中期检查报告书 1份。

2. 项目研究报告《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基于“课岗赛证研创”的高职食品检测

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1份。

3. 适合本项目成果推广应用的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份和《食品理

化检验技术》课程标准 1门。

4. 论文《基于“课岗赛证研创”的高职食品检测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为例》1篇，待发表。

5. 基于课程《食品理化分析技术》的重构——《农药残留的定性定量测定》获 2022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三等奖，获奖证书 1份。

6. 以课创融合、赛证融通为导向构建学生“主动探究+自我管理学习模式的教学实

践 --《食品理化分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案例获评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

2023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优秀案例，获奖证书 1份。

7. 师生合作获得“一种检测水产品中杀虫脒的方法”“一种农产品中双甲脒残留的

快速检测方法”“一种检测水产品中氯唑西林药物残留的方法”等 7项发明专利授

权，专利证书 7份。

8. 指导学生参加学生技能竞赛，获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赛项(高职组)2021-2022 年度、2022-2023 年度一等奖各 1项，化学

实验技术赛项(高职组)2022-2023 年度二等奖 1项，获奖证书 3份。

9. 项目成果应用于技能竞赛教学，经验获得推广，交流函 7份、感谢信 1份、通讯

稿 1份。

10. 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 2022 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之乡村振



兴专题赛团队组金奖，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广东江

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 年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决赛

三等奖。

11. 与广东嘉士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合作，成功推荐入库广东省第二批产教融

合型企业培育，合作协议 1份、公布通知 1份。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探讨了一种基于“课岗赛证研创”的高职食品检测类人才培养模式

本模式将教学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旨

在培养具有实践操作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具体措施

包括：建立以实践课为主的教学体系、开设项目实践课程、建立实习基地和企业合

作项目、推动学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参加全国和国际竞赛等。

（2）重构教学内容，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标准

《食品理化分析技术》是食品检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学情分析发现学生对食

品检测分析兴趣高，但知识技能点零碎，应变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较差，且持

续学习意志较弱，专业学习上比较缺乏自信。项目的开展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标准，食品检测行业发展的新业态，对接国家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农产品食品检验

员职业技能标准和 1+X 证书标准，以教师科研项目和成果为依托，岗课赛证+双创

融合将课程内容进行重构，同时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在课前、课中、课后各教

学环节充分挖掘思政元素，课堂教学上选取“5E”教学模式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结

合 PDCA 管理模式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效果的自我管理，构建学生“主动探究+自我管

理”模式，探索学生自主学习创新途径，深入开展“课堂革命”，通过学习，学生

的知识技能水平明显提高，科研创新能力明显提高，成果丰硕，也明显增强了学生

的职业素养，职业成就感，乡村振兴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完成适合本项目成果

推广应用的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食品理化检验技术》课程标准。

（3）以赛促教，科创融汇

项目积极探索以大赛为载体的实践育人模式，执行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

促教的教学模式，强化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及教师的带教能力。指导学生参加

学生技能竞赛，获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赛项(高职组)2021-2022 年度、2022-2023 年度一等奖各 1项，化学实验技术赛项(高

职组)2022-2023 年度二等奖 1项；项目探索融合创造创新创业“三创”素质教育体

系，搭建学生与社会、企业及市场联系的平台和桥梁，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开展多方



位创新创业，有效推动和提高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通过教学

实施，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 2022 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之乡村

振兴专题赛团队组金奖，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广东

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 年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决

赛三等奖。学生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师生合作获得“一种检测水产品中杀虫脒的方

法”“一种农产品中双甲脒残留的快速检测方法”“一种检测水产品中氯唑西林药

物残留的方法”等 7项发明专利授权。

（4）构建高水平、结构化、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

食品检测类专业的师资队伍由两部分组成：来自学校的专职教师，部分由于实

践经验不足，需要通过下企业锻炼、进入合作企业的工作室开展项目、参加行业企

业技能培训等方式来提升实践经验水平；聘请来自企业的技术人员授课，其中重点

选拔行业企业技术精英进行专业课程授课，也培育一批企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通过

校企合作共建专业课程方式提升专业理论技术水平后作为兼职教师。成功推荐合作

企业入库广东省第二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

项目主要特色

（1）通过基于“课岗赛证研创”的高职食品检测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探索出一套以技能与创新创业意识培养的教学模式，通过实践验证，该模式可为高

职食品检测类人才培养提供一种实用可行的借鉴。

（2）项目的实施，对人才培养方案和部分专业课程（含实训课程）实行了教法

改革，把比赛放进课堂，最大限度地培训和选拔了参赛选手，大幅提升学生专业实

操能力和师资队伍的专业水平。

（3）项目的实施，校企共建的教学资源，推进了校企合作，为进一步加快产教

融合，产学研合作，共建专业、课程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

1 论文-基于"课岗赛证研创”的高职食品检测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2 研究报告《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基于“课岗赛证研创”的高职食品检测类人

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3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4《食品理化检验技术》课程标准

5 三等奖-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农药残留的定性定量测定

6-1 教育教学改革优秀案例--省教育学会

6-2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关于 2023 年度教育教学优秀案例及优秀组织单

位名单的公示

6-3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优秀案例推荐表

7-1 发明专利

7-2 兄弟院校间交流推广

8-1 2022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一等奖

8-2 2023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一等奖

8-3 2023 化学实验技术二等奖

9-1 2022 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之乡村振兴专题赛团队组金奖

9-2 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

9-3 学院 2023 年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决赛三等奖

10-1 校企合作协议

10-2 广东省第二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入库培育的通知

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107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59

食品质量与安全 181



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

项目完成了适合项目成果推广应用的食品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食品理化检

验技术》课程标准，应用于学校食品类专业学生教学。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利用微

课视频和教学课件开展教学工作以外，还同时将技能竞赛的赛项、团队教师科研项

目教授给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学生们提交了学习成果并在技能比赛中检验了教学效

果。指导学生参加学生技能竞赛，获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赛项(高职组)2021-2022 年度、2022-2023 年度一等奖各 1项，化

学实验技术赛项(高职组)2022-2023 年度二等奖 1项；项目探索融合创造创新创业

“三创”素质教育体系，搭建学生与社会、企业及市场联系的平台和桥梁，引导和

鼓励大学生开展多方位创新创业，有效推动和提高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创新意识和

创业精神。通过教学实施，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 2022 年广东“众创杯”

创业创新大赛之乡村振兴专题赛团队组金奖，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铜奖，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 年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决赛三等奖。学生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师生合作获得“一种检测

水产品中杀虫脒的方法”“一种农产品中双甲脒残留的快速检测方法”“一种检测

水产品中氯唑西林药物残留的方法”等 7项发明专利授权。

教学方法与成果也得到兄弟院校的认可。2021 年 12 月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等 4

所院校慕名前来交流学习，2023 年 4 月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等 5所院校再次组团前来

交流学习。通过示范推广，这些院校取得最明显的提升体现在学生技能竞赛方面，

经推广学习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和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均首次获得省级一等奖，汕尾职

业技术学院首次获得奖项。

项目组成员（不含负责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

敬美莲 副教授 药学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李拥军 博士/教授 食品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李叶青 副教授 食品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