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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ng Yanpei’s professional ethics education thought emphasizes the innovation and foresight of education. He believes that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be the teaching of past knowledge, but also th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future. The aim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seek the truth, realistic, trustworthy and practical noble sentiment and group cooperation spirit. Hi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spection Technology”, determining the main 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rse, excav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building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obvious teaching effe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bo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humanistic care, both practical abili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alents,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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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炎培职业道德教育思想强调了教育的创新性和前瞻性，他认为教育不应该只是对过去知识的传授，而应该是对未来的探
索和创新。旨在要培养学生要有理必求真，事必求实、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高尚情操和群体合作精神。他的职业教育思
想融合到《农产品检验技术》课程中，确定课程思政主线，挖掘思政元素，建设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明显。以期培养出既
有创新精神，又有人文关怀，既有实践能力，又有终身学习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来为满足社会需求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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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黄炎培是民族主义教育家，

是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所创造的职业教育思

想体系不仅在当时推进了中国职业教育事业，丰富了中国教

育理论，也影响着现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

黄炎培的职业道德教育观强调教育的公平性，每个人都

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提出“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

倡导“劳工神圣，双手万能”就是引导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包括尊重所有劳动者及其劳动成果 [1]。教育的人文关怀不仅

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格和情感。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

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

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2]。黄炎培的职业道

德思想和《指导纲要》中提出的工学学科的思政思想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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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结为热爱劳动、热爱职业、精益求精、团队协作、诚

实守信等思政元素。论文结合《农产品检验技术》这一课程

确定思政育人主线，展开研究。

2�结合课程特色，确定课程思政主线

《农产品检验技术》课程是一门涉及农业科学、生物

技术、食品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课程，是培养学生知识、

能力、素质的重要载体，也是思政教育的平台，所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养在工作、生活中可充分的体现。依据本课程的实

践性强，动手程度高，使用危险药品、检验精细等特点，结

合黄炎培道德职业观和《指导纲要》中的工学要求，确定了

“坚持弘扬劳动、劳模和工匠三精神，培育食安、创新和法

律三意识，塑造诚信、责任、勤奋三品格”为思政主线，细

化分解课程思政育人主题，深挖知识点中隐含的思政元素，

合理引入思政案例，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技能型食品人。

3�分解思政主线，深挖思政元素，对接教学
内容

课程思政主线贯穿课程始终，是课程思政的基础和灵

魂，思政元素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课程思政的目标，挖掘课

程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它们之间是相互依

赖、相互促进的，教师需要巧妙地将这两者融合，确保课程

内容的完整性和思政教育目标的达成。依据《农产品检验技

术》课程的特点，结合教学目标，需找准课程知识内容与思

政理论的契合点，将不同的思政元素通过思政案例有机的融

合在教学内容中，润物无声，根植内心，见表 1。

①培养爱国主义情怀：通过介绍中国农业发展历程和

现状以及农产品检验技术的发展，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②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在课程教学中，多处引用案例，

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使学生关注食品安全，在从事农

产品检验工作过程中，始终坚守职业道德底线，为人民群众

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

③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农产品检验工作往往需要多个

部门、多个专业的人员共同协作完成。通过课程实践环节，

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④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通过课程学习，让学生深入

了解农产品检验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表 1�思政主线的分解与教学内容的对接表

思政主线 思政元素 思政案例 教学内容 融入途径 黄炎培思想

坚持弘扬劳动、

劳模和工匠三

精神，培育食

安、创新和法

律三意识，塑

造诚信、责任、

勤奋三品格

实验安全

2018 年 12 月 26 日北京交通

大学实验室实验安全事故；有

危害实验药品使用

每个实验任务都要强调实验

安全
案例引入，深入讲解

职业认同

职业使命

劳动精神

采样现场照片 采样和采样过程 照片解析
敬业乐群

劳动精神

遵守法律

认同标准
以标准为准绳，遵规守矩 所有检测项目 查看国标

透过现象看本质 光的折射的应用 样品预处理；折光率的测定 案例引入，深入感悟

节约用水，

珍惜水资源

中共二十大报告关于水资源的

论述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二十大报告是资源论述

引入，重点阐述

埋头苦干，

积少成多
量变到质变的理论 食品中酸度的测定

量变到质变，重点阐述，

深入理解
敬业乐群

爱护公共财物 爱护仪器，爱护设备 有仪器使用的任务兼可 仪器使用时引入

实事求是

劳模精神
数据记录 有数据记录的任务兼可 在数据记录时引入

敬业乐群、

劳动精神

精益求精

工匠精神

实验操作，教师示范

企教指导
有精细实验操作的任务兼可 在实验造假时引入 敬业乐群

职业认同，

职业信仰

2011 年北京冬奥会职业学院

技术学院的学子加入志愿者服

务队伍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案例引入，重点阐述，

深入理解
敬业乐群

家国情怀，

勇于创新

中国第一台在国内市场销售的

高性能全自动火焰 / 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仪

矿物质元素和重金属的测定 案例引入 敬业乐群

实验安全 1956 年，水俣病的出现 铅的测定 案例引入

爱国主义精神和文

化自信、劳模精神
中国色谱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液相、气相色谱的应用 案例引入 敬业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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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培养工匠精神：《农产品检验技术》是一门实践性

很强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亲手进行农产品实验，通

过每一个环节体验劳动的辛苦和乐趣。在实践操作中，要求

学生精益求精，专注耐心，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积极

参与农产品检验技术的研究与创新，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

力，为国家农业科技发展作出贡献。

⑦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针对学生的兴趣和特长，鼓

励学生在农产品检验技术课程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思政元素和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对教学效
果的影响

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中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可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实现全方

位育人。

4.1�引导思考，感受思想，提升思路
在分析课程教学效果时，先明确学生初期的认知水平

和存在的问题。第一，高职学生存在着知识水平参差不齐，

认知能力相差较大等问题，一部分学生对学习要求不高，

满足现状，进取和探索精神不足。第二，大部分学生对集

体事务和国家事务漠不关心，缺乏集体荣誉感和家国情怀。 

第三，大部分学生不愿动手，动手能力差，缺乏劳动认知

和劳动精神。第四，在职业上缺乏必要的认识，存在空想、

妄想的情况。在此情况下，需考虑学生的特点，以教学内容

为载体，针对性地引入案例。通过乐业敬群、家国情怀等不

同案例的引入，触发学生思考按钮，引导学生感受每个案例

中注入的思想，并以一推十，逐渐提升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

度，任何形式的心理引导、情怀注入、品格培养对学生的身

心健康的形成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符合黄炎培职业道德教

育理念。

4.2�积极参与，明确目标，树立信心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实施问题链教学方法，通过设置

一系列有层次、有递进关系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

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从

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此外，问题链教学设计

还能够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选取了多位案例人物，既有成就辉煌

的科学家，又有在职业中默默奉献的普通人，还有身边优秀

的学长，通过不同人物的案例，逐渐使学生意识到，虽然每

个人的知识和技能不同，文化底蕴不同，但是每个人都能为

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明确了目标和认知，行

动有方向，做积极应对工作和生活的人，就能成就一番事业。

树立榜样，立下标杆，对自己的专业和学历有认可，明确自

己可以在职业上达到的高度，提升了学生的信心。

4.3�心态积极，思想进步，成绩斐然
通过多轮思政课程的改革，教师思政案例引入上更贴

合实际，更能触动学生的思想，使其开始乐于思考、积极参

与活动，综合素质有所提升。近年来，多人多次获得省级、

国家级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奖项；“互联网 +”创业创新大赛

奖项等，毕业生受到企业的高度赞扬，技能娴熟，吃苦耐劳

精神可嘉，并积极投身于企业的发展和建设中。

5�黄炎培思想指导思政改革存在的问题和解
决思路

在黄炎培职业道德思想指导思政建设中，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体现在理论知识融入不足、实践应用不足等方面。

首先，理论知识融入不足。对黄炎培职业道德的思想

缺乏深入挖掘和解读，职业道德思想指导在思政建设中往往

只停留在浅层次的理论宣讲和知识普及。只有深入研究其理

论内涵和现实意义，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因此，研究

团队或课题组应组织开展职业道德思想指导理论研究，深入

挖掘其历史渊源、基本原则、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形

成一系列理论成果，为思政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

其次，实践应用不足也是一个显著的问题。在当前的

思政课程建设中，黄炎培职业道德思想指导的实践应用往往

只是停留在表面形式，缺乏实际场景模拟。因此，在思政建

设中，需要通过真实案例分析、实际场景模拟等方式，引导

学生将黄炎培职业道德思想指导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

作中，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实际工作能力 [3]。

最后，实践教学内容不够丰富、方式不够多样、评价

不够科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体现。教学中关于黄炎

培职业道德中的思政元素，大部分是通过理论案例的引入完

成，方式不够多样化。因此，可以通过拓宽实践教学内容，

丰富实践教学形式，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同时，还可以建立

科学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包括考核能力、评价表现、激励

奖惩等，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促进学生职业道德观念和

实践行为的提升。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长期又艰巨的事业，需要不断地

思考、引入、验证，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此期间，需

要先进思想的引领，更需要传统职业思想的辅助，黄炎培职

业道德思想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意义非同凡响，它将一直指

导着教师们课程思政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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