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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遵循高等

教育基本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价值引领、能力培育、知识传

递的有机融合，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要齐头并进，形成合

力。

一、《营养与配餐》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思路

《营养与配餐》是高职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酒店管理与数字化

运营专业的核心课程，承担着培养具有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的高技术技能型营养专业人才的重任。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应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树立课程思政理念,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

发展基本方略中的重要内容,“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

要标志”这一重要思想融入知识的传授中,将思政教育考核落实到培

养目标中,设计融合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标准。采用多元化的

教学方式促进课程目标的达成，充分挖掘出更多的思政元素,做到

“润物细无声”地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食品营养与配餐课程的教

学中,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和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1. 课程思政与《营养与配餐》相融合

项目 课程内容 思政元素 教学设计

营养学基础知识 维生素
引导学生理解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统筹兼顾

微课、案例、小组

合作

各类烹饪原料的

营养价值

动物性食物营

养价值

引导学生在烹饪时注意辨别动物

种类，自觉保护野生动物，遵守

法律法规

案例分析，个人、

小组分享

合理烹饪 油脂在烹饪过

程中变化

引导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避免使

用地沟油，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增强法律法规意识

案例讲解

科学配餐的基础

知识

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

了解《“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和二十大报告“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增强民族自信，为

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调查法

不同生理阶段人

群的食谱

孕妇、乳母、

婴幼儿、儿童、

引导学生关注人民健康、尊老爱

幼，发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

案例分析、课外实

践



2. 提高教师的思政意识和能力

课程思政建设的推进，是坚定教师理想信念的重要抓手，这要求

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能将专业课与思政课有

机结合，形成协同效应，在授课过程中不断提升和筑牢自身的思政

意识，帮助学生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制度和文化自信，

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

3. 设计课堂，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在学习新知识时，作为教师应当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转变教育观

念，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以“线上+线下+回馈反思”的思

路设计课堂。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欠缺，课前或者课外学

习的时间不宜过长，该课堂应以激发学生兴趣为主。“线上”教学

以教师寻找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社会热点事件、学生所讨

论的热点话题等作为切入点，使得学生在预习时产生兴趣，在此基

础上为学生划分重难点，并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带着问题进入课堂。

在正式授课时，减少教师的授课时长，以 45分钟为宜，将主要的知

识点进行讲解，并且注意简化授课内容的难易程度，使得学生能够

准确掌握，并顺利用于实践。课堂提倡以小组交流、小组探讨为主

要形式，以活跃课堂气氛，使得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内化知识，并且

不会因为是理论课而产生抵抗情绪。

青少年、老人

食谱编制

信

不同职业人群的

食谱

电脑工作者、

高低温环境工

作者、建筑工

作者食谱编制

引导学生热爱劳动、热爱生活，

同时理解父母的辛勤付出，珍惜

在校学习时光

微课、个人分享、

小组汇报不同疾病

状态人群

不同疾病状态人

群的食谱

肥胖患者、糖

尿病患者、痛

风患者、高血

压患者的食谱

编制

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重视健康、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角色扮演、小组合

作



二、《营养与配餐》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

    

在新时代健康中国的建设背景下，通过《营养与配餐》课程思

政的教学改革，对相关专业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职业

素养的提升、文化自信及爱国情怀的熏陶、使命感的培养具有积极

的推动作用。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

素，培养学生的营养素养，提高学生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育具有人文素养、工匠精神、科学道义、法制理念的合格高职生，

最终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通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大多数学生认为在增强学习兴趣、

掌握营养与配餐知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提升全民健康意识、

关爱他人及热爱生活、增强法律法规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增强职业道德和素养、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等方面的情

感体验是较好的。可见，《营养与配餐》课程思政改革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实践技能、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值得大力推广。

因此在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想政治的相关要素，对提高学生的社会

责任、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十分重要。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对健康

的意义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该课程的重要性也不断得到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