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学通报 Dec. 20, 2014, 41(12): 2530−2537 
Microbiology China © 2014 by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CAS 

tongbao@im.ac.cn DOI: 10.13344/j.microbiol.china.140195 
 

                           

基金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资助项目(No. PXM2014 014306 000075)；2013年度北京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

革面上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资助项目(No. PXM2014 014306 000051); 促进人才培养综

合改革项目(No. PXM2014 014306 00008700140333) 

*通讯作者：Tel：86-10-84627478； ：lishuangshi.1980@163.com 

收稿日期：2014-03-07；接受日期：2014-04-08；优先数字出版日期(www.cnki.net)：2014-04-17 

高校教改纵横 

基于岗位对接和任务驱动的高职课程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的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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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职业岗位和典型工作任务进行高职课程“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改革探索，分别对

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方法进行改革，教学实践证明此课改模式能

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工作岗位需求，取得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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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practice on higher vocational course of Food Microbiology 
Analysis based on employment position and task-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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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practice of the course “Food Microbiology Analysis” based on employment 
position and working task-driven wa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urse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As a result, the course reform has a large 
impact on improving students study motivation and many abilities. These reform measures ar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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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是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其核心

在于培养服务于特定职业岗位或技术领域的高技

能应用性人才。人才培养的核心在于课程建设，国

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

若干意见”指出，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

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1]。“任务驱

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

方法，其特点是突破传统的学科体系，以完成一个

个具体的任务为线索，把教学内容巧妙地隐含在每

个任务之中，让学生通过完成这些任务来掌握教学

内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   

维[2]。以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为内容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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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模式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内

容是工作，通过工作实现学习”和“教学做一体化”

的高职教育特征，该教学模式是目前引领和推动高

职课程改革的主流模式。 

微生物学检测是食品三大检测技术(食品理化

检测、食品感官检验和食品微生物学检测)之一，

它对食品卫生质量监督、安全性判断等方面起着非

常关键的作用。“食品微生物学检测技术”是高职院

校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相关专业开

设的一门专业技术核心课程。教学内容对接食品检

验工职业岗位，是该工种国家职业资格考核的主要

内容，因此也是职业培训取证课程之一。 

目前，食品微生物检测课程的教学在大多数高

等院校都是采用以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

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尤其不适用于基础较为薄弱的高职学生[3]。

如何使高职学生较快较好地掌握食品微生物检测

的职业技能和知识点，提高他们在食品检测岗位的

就业优势是本课程教学团队课改的初衷。我们与食

品企业和食品检测机构合作，由专业教师与企业一

线食品检验人员成立课改小组，共同对该课程进行

基于职业岗位对接和工作任务驱动的课程开发和建

设。经过三年的改革与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 

本文从目标确定、内容选择、方法实施和评价

方法完善四个方面阐述课程教学改革的收获和体

会, 旨在与同行们共同探讨，以期为进一步提高食

品微生物检测课程教学质量，培养企业岗位所需优

秀专业技能人才奠定基础。 

1  以职业岗位需求确定课程目标 

高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因

此要求学校培养的学生能与企业工作岗位实现无

缝对接。“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面向食品检测方向

的岗位，在课程改革实践过程中，我们根据毕业生

反馈、食品企业调研、与企业微生物检测技术骨干

多次研讨等方式，对微生物检验岗位进行分析。最

终，以食品微生物检测岗位任职要求、工作流程、

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为依据，结合食品检验工(中

级、高级)的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对微生物检验岗位

工作所需知识、能力和职业素质进行归纳，在此基

础上明确了“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的课程教学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面向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着重培

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为他们通过食品检验工职

业技能考核打下基础。通过与企业一线检测人员沟

通得知，食品微生物检测岗位工作流程为“承接项

目→标准查询→确定方案→实验准备→微生物检

测→检测报告”。课程能力目标的设计即遵循此工

作流程，具体内容如下：(1) 能够依据食品样本特

性、微生物检验项目等信息正确查阅和解读食品安

全标准；(2) 能够依据标准完成食品微生物检验的

前期准备工作，如采样、送检、无菌器材的准备、

溶液和培养基的配制、检验环境的消毒和杀菌处

理、样品前处理等；(3) 能够依据食品微生物检验

方法标准和无菌操作规范完成常见微生物项目(如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和酵母、致病菌等)检

验工作；(4) 能够依据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正

确记录和分析食品微生物检验结果；(5) 能够依据

食品卫生标准正确判定微生物检验结果；(6) 能够

规范填写食品微生物检验报告。 

职业教育的理论知识讲授应以掌握概念、强化

应用为重点，以必须、够用为度。本课程知识目标

设计如下：(1) 了解微生物对食品、食品工业和人

体健康的影响，认识食品微生物检验的重要性；(2) 

了解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工作职责；(3) 熟悉食品微

生物检验的检验对象、检验范围、检验依据、工作

流程和质量控制要点；(4) 熟悉食品样品采样、送

检和前处理的要求；(5) 掌握食品微生物常见检验

项目的检验原理、方法和相关标准；(6) 了解食品

微生物检验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对微生物检验新技

术有一定的认识。 

企业调研发现，用人单位对于应聘检验人员毕

业生的要求不仅局限于专业能力，有时对职业道德

和素养要求(如团队合作、沟通表达、诚实守信、

吃苦耐劳等)更加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在训练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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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过程中，同时还要注重建立和巩固职业素

质。如重视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通过组建项目

小组，下达相对复杂的任务，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如

何与他人合作，逐步形成作为团队一员的责任感，

为今后适应企业工作奠定基础。此外，注重训练学

生终生学习的能力，引导他们利用互联网、图书馆

等渠道获得、提取、总结和利用资料信息解决实际

问题，以应对食品检测技术发展迅速、食品标准更

新频繁的发展趋势。课程素质目标设计内容具体如

下：(1) 树立在食品原料、生产、包装、运输、储

藏、销售等各环节都需要进行微生物控制的产品质

量意识；(2) 树立严谨求实、诚实守信、公正客观

的工作态度；(3) 树立生物安全防护意识，防止微

生物检测过程中不安全隐患的发生，并能恰当处理

紧急安全事故；(4) 具备团队协作和组织协调能

力，能在整个食品微生物检验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与

他人正常有效的交流，并能够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成

果；(5) 具备自我学习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能依

据工作目标，独立完成相关信息的查阅和必备知识

点的学习；(6) 具有食品微生物检验成本意识，养

成节约的习惯。 

2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设计课程内容 

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设计强调所学知识和技

能与职业岗位同步，教学内容与工作过程紧密相

连，学生能在完成真实或虚拟的工作任务过程中逐

步实现能力和知识体系的构建。因此，工作任务是

教学内容的载体，承载着技能养成和知识学习的使

命，典型工作任务的选取和设计至关重要。 

工作任务的设计主要通过选取实际工作中的

典型情境并进行适当整合和改造来完成，优选的工

作任务应该覆盖岗位必备的实践技能点和理论知

识点，要有层次性、系统性和创造性，要遵循由浅

入深、由易入难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且要有一定弹

性，需考虑学生的专业差异性、学时差异性、基础

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4]。 

根据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合一原则，结合食品

微生物检测工作流程、检测对象和检测项目 3方面

确定“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的课程内容，共设置了

3个学习情境，9个学习项目，19个工作任务，具

体内容设计如表 1 所示。每个工作任务既自成体

系，又前后相关，工作任务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由

易到难，由引导式训练项目到自主设计项目的顺序

进行编排设计，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学生通过多

项工作任务的反复训练，重复和差异循环反复，逐

步掌握食品微生物检测岗位技能，增强职业素质。 

任课教师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在 19 个工作任

务中灵活选择，其中有 4个核心任务为必选实践项

目(表 1)，因为它们是绝大多数食品中的必检项目，

应用较广泛，其余教学内容可灵活掌握，既可选择

为课外拓展训练项目，也可通过课外阅读和小组间

讨论的方式，学习相关知识点。 

工作任务的选取具有覆盖性、代表性和典型

性。“覆盖性”主要体现在优选的工作任务既包含对

卫生指标菌和致病菌的监控，也包括对发酵食品中

有益微生物的检测和特殊食品的无菌检测，既有以

国标为依据的常规检测方法的训练，也有食品微生

物检验发展前沿快速检测技术的认知和应用，既有

针对食品的检验，也包括食品加工链各环节(如食

品加工用水、空气、食品接触面等)的微生物检验。

“代表性”主要体现在检测样品的选择上，不同状态

食品的前处理方法有所不同，“饮料”作为液体样品

的代表，“方便面”作为固体样品的代表，样品前处

理方法由易变难，学生分段式学习。“典型性”主要

体现在检测项目的选择上，食品卫生指标菌作为食

品污染程度的指标，是绝大多数食品必须检验的项

目，因此被首先列入教学项目，且作为本课程的核

心教学单元。食品中致病菌的种类很多，且不同食

品的致病菌种类差异很大，由于致病菌检验的复杂

性较高和课时所限，只选取 1–2 个最常见致病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检测项目作为教学内

容，让学生对致病菌检测流程和血清学检验有一定

了解，而其他致病菌检测(如志贺氏菌、致泻大肠

埃希氏菌、李斯特氏菌等)建议学生通过分组查阅

资料和 PPT汇报方式，大家共同交流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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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课程内容选择 
Table 1  Teaching content of Food Microbiology Analysis 

学习情境 

Study situation 

学习项目 

Study project 

工作任务 

Working task 

基础认知 

Basis of cognitive 

食品微生物检测工作基础认知 调研食品微生物检测员的任职要求 

设计食品微生物实验室 

绘制食品微生物检测工作流程图★ 

食品微生物指标检验 

Detection of microbial 
indicators for food 

饮料卫生指标菌的检验 饮料菌落总数检测★ 

饮料大肠菌群计数★ 

饮料霉菌和酵母菌检测 

方便面中致病菌的检验 方便面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检测★ 

方便面中沙门氏菌检测 

酸乳中乳酸菌的检验 酸乳中乳酸菌检测 

食品商业无菌检验 罐头食品商业无菌检验 

食品微生物快速检验 纸片法测定食品中菌落总数 

显色培养基法测定食品中大肠菌群 

PCR法测定食品中沙门氏菌 

酶联免疫分析法测定黄曲霉毒素 

其他样品的微生物检验 

Detection of microbial 
indicators for other samples 

空气微生物检验 无菌室空气微生物检验 

生产车间空气微生物检验 

食品接触面微生物检验 一次性餐具微生物检验 

设备表面微生物检验 

食品加工用水微生物检验 生活饮用水微生物检验 

注：★：核心实践训练任务. 

Note: : Cor★ e practical training task. 
 

3  以行动导向法和问题学习法实施课程 

教学 

基于岗位对接和任务驱动课程改革的教学活

动 实 施 是 以 行 动 导 向 法 和 问 题 学 习 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为主，积极推行“学

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任务为载体”的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法是指教学活动融入企业工作运行

模式，学生在领取工作任务、制定工作计划、实施

工作过程、提交工作成果、完成工作成果评价的全

仿真教学过程中，亲身经历和体验企业工作运行模

式，从中获得专业能力、方法能力与社会能力，学

生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可自主进行基于工作过

程的素质、能力与知识的建构[5]。问题式学习法是

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方法，教师通过启发式教育，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此法能激发学生

探索精神，提高学习兴趣，PBL法可弥补传统教学方

法(Lecture-based learning，LBL)对于学生终身学习能

力、分析问题能力、尤其是创新思维培养的缺陷[3,6]。 

以往的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验课程主要由老师

设置项目、选择操作方法、准备设备和试剂，然后

由学生进行操作完成，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全面专

业能力的提高受到制约，也不能反映企业食品微生

物检验员真实的工作过程，导致学生毕业后在工作

岗位上经常会被一些细节问题困扰，如无菌器皿准

备不到位、培养基配制量不足等问题，最终表现出

来的就是专业能力不足。针对这种问题，本课程在

教学方法设计中努力使项目实施过程与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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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相一致，用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将职业岗位

素质教育贯穿始终，以提高学生在食品检测岗位的

就业优势。课程实施将“学习”和“工作”有机融合，

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有助于学生全面专业

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为了提高校内实践的职业氛围，创建真实的职

业环境，引入企业文化，教学过程中还聘请了企业

检测技术人员担任30%的授课任务，企业技术人员

和校内专任教师共同完成本课程的教学任务。课程

教学以与企业专家共同研讨设计的“任务书”和“工

作单”(含信息单、材料单、计划单、记录单、报告

单、评价表)等教学文件来引导，教学过程主要遵

循“六步教学法”，即按照“资讯→计划→决策→实

施→评价→总结和拓展”进行教学实施。 

以工作任务“饮料大肠菌群计数”为例介绍教

学实施的具体过程，如表 2所示。食品大肠菌群计

数 现 行 有 效 标 准 为 GB4789.3-2010 和

GB4789.3-2003，根据不同实际情况可选用方法有

3 种，即 GB4789.3-2010 第一法“MPN 计数法”、

GB4789.3-2010 第 二 法 “ 平 板 计 数 法 ” 和

GB4789.3-2003 “MPN计数法”。方法的多样性为学

生制定工作计划加大了难度，建议先让每个学生在

“资讯”环节通过阅读教材和参考资料，自己思考并

优选检测方法，初步草拟实验方案。经过前期“饮

料菌落总数检测”的训练，大部分学生知道需要同

时参考现行方法标准和产品卫生标准才能正确设

计 实 验 方 案 ， 因 此 大 部 分 同 学 选 用 的 是

GB4789.3-2010第一法“MPN计数法”，个别同学选

择的是 GB4789.3-2010 “平板计数法”，无人选择

GB4789.3-2003方法。由于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践经 

验，其草拟实验方案往往机械套用标准中现成模

式，不能根据具体检测样品作深入的探究和思考，

如对饮料样品加入量的确定，仍套用菌落总数检测

时采用的 1.00、0.10、0.01 mL，最终将造成无法

得出产品大肠菌群指标是否合格结论的后果。因

此，在“计划”环节教师需强调关注茶饮料卫生标准

中大肠菌群指标的单位(MPN/100 mL)，讲解 MPN

表查阅方法，解释样品加入量确定原则，指出双料

LST 肉汤配制方法，并引出“09 年卫生部 16 号公

告”，提出在某些情况下 GB4789.3-2003 的适用  

性[7]。学生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中，可能面对多种样

品，因而选用方法也将有所变化，为了让学生对所

有方法有所认识，可让不同小组的学生尝试用不同

方法检测，最终通过“评价”环节实现对所有检测方

法的认知和检测结果的比较。教师可根据小组学生

的前期工作，指定采用某种检测方法。学生在教师

重点提示和引导下，重新讨论并完善实验方案，经

过不断思考和修改后，学生对此标准的认识更为深

刻，并逐步形成实验方案自行设计能力。改革前的

课堂，教师苦口婆心，学生却昏昏欲睡；改革后的

课堂则变成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学生在课堂上不

再无精打采，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参与各个教

学环节的活动，课下查阅资料、整理资料、自主学

习，课上踊跃发言、积极讨论、认真实践，形成了

浓厚的学习氛围。 

4  以工作过程考核为核心完善课程评价 

科学合理的评价学生成绩，能够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

高。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构建全面的课程评价体

系，是课程教学改革得以健康有序运行的保证[8]。 

本课程的评价方式突出工作过程考核，采取形

成性考核(60%)和终结性考核(40%)相结合，以形成

性考核为主。课程的考核重点由知识层面向素质与

能力层面过渡，由实验操作层面向实验设计层面过

渡，由单项基本操作训练向完成完整任务过渡，由

教师的单方面评价向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的

多主体评价过渡。形成性考核采取核心实践训练项

目“工作过程考核制”，根据专业要求不同，选取 6

个核心训练工作任务(如菌落总数测定、大肠菌群

测定等)，每个项目各占课程总成绩的 10%比重。

每个子项目的评价方式和比重为自我评价(25%)、

小组评价(25%)和教师评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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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课程教学实施(以饮料大肠菌群计数为例) 
Table 2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of Food Microbiology Analysis (taking coliforms enumeration of drink as example)

教学步骤 

Teaching step 

教师活动 

Teacher activity 

学生活动 

Student activity 

资讯 

Information 

通过近两年热点新闻(如 2014 年新闻报道“沪上多家咖啡店糕

点大肠菌群超标”)，引出“大肠菌群计数”的工作任务 

激发菌落总数检测的工作热情 

 创设工作任务情境：“假设学生作为某食品质量监督部门的微

生物检验工作人员，接到一项工作任务，即要求对超市抽检的

某一品牌茶饮料作大肠菌群指标的检测，并依据国标要求出示

检测报告” 

明确工作任务 

 下发“任务书”，围绕工作任务的两个关键词“饮料”和“大肠菌

群”提出思考题，采用 PBL教学法引导学生完成任务必备知识

点的自学，并要求每个学生依据国家标准草拟实验方案 

仔细阅读任务书，并提出疑问 

 课间可抽查个别同学的“信息单”完成情况，并给予个人学习

评价 

依据任务书提示，课外自学独立完成“信

息单” 

 教师确定工作分组 组内讨论确定小组长，组内讨论任务思考题

的答案，达成共识 

 随机抽查小组的自学和讨论成果，以小组为单位给予评价；根

据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情况，教师进一步强调重点并解

释难点 

回答教师提问，并依据教师讲解，修改完善

作业 

计划 

Plan 

教师抽查个别同学的实验方案，并给予评价 

教师讲解大肠菌群检测方法的选择原则(如饮料卫生标准中单

位对实验方案设计的影响)、关键环节(如MPN表的查阅)和易

错点(如样品加入量的确定、双料培养基的配制等) 

教师指定小组所采用的检验方法，要求学生依检验方法制定工

作计划 

监督检查各小组讨论活动，并有针对性提供单独指导 

依据教师指定检验方法，参照产品卫生标准

和方法标准 GB4789.3，小组内部讨论、修

改、完善工作计划，重点设计检验的准备工

作、样品前处理方法、稀释度选择等，并列

出工作实施所需的实验用品清单 

决策 

Decision-making 

教师审核各组完成的“材料单”和“计划单”，并提供评价和

指导 

小组提交 “材料单”和“计划单” 

实施 

Implementation 

教师巡视，记录学生的工作态度和小组的工作进度，纠正学生

的操作错误，有针对性的提供单独指导 

具体实施方法依据国家标准 GB4789.3。学

生根据工作方案完成任务，并详细记录工作

过程与结果，对结果进行合理分析，并完成

“记录单”和“报告单”填写 

评价 

Evaluation 

依据各小组的工作表现和“学习质量评价表-教师用表”(表 3)，

教师课堂点评和评分。本检验项目涉及 3种实验方法，通过组

间讨论，小组之间可互相学习不同的检验方法，并对比小组间

的检验结果 

以小组为单位，汇报检验工作流程、结果分

析与检验结论，并分析此项目检验注意事项

 教师下发“学习质量评价表-学生用表”(表 4)，对学生自评和互

评环节提出要求，并对个别学生的评分情况进行抽查监督 

学生通过学生自评和组内互评，完成“学习

质量评价表” 

此项任务最终成绩为各项评分的平均值 

总结与拓展 

Summary and 
expansion 

教师总结此项目完成过程中作业、计划、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并引导学生提出正确操作方法或问题解决方法 

学生思考，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或正确规

范的操作方法 

 教师创设更多的检验样品和检验结果，引导学生思考 

教师对其它肠道菌检测国家标准(如 GB4789.38-2012)、肠道菌

检测行业标准(如 SN/T0169-2010)和国际标准(FDA 法)作简单

介绍，引导学生寻找方法异同点，了解其他肠道菌的检测方法

师生互动，共同归纳该项目学习要点，并总结学习目标 

学生积极思考，并参与师生互动的讨论中，

努力寻找问题答案，训练综合运用知识的能

力，并拓宽知识面 

学生思考并总结自己的收获，与教师预设的

学习目标作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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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从根本上改革传统考核评价方式，检查评

价点贯穿食品微生物检验工作的全过程，且突出实

践能力的考核，详见“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学习质

量评价表(表 3、4)所示。学习质量评价表(教师用

表)的设计以教学实施环节为主线，方便教师在教

学各个环节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学习

质量评价表(学生用表)的设计以学习目标为主线，

方便学生明确并深刻理解本课程的学习目标，利用

这些目标指导自己的学习，并评价自己的学习效

果。这种全新的考核模式有助于改变学生的学习习

惯，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从为了应付期末

考试的临时突击式学习主动转变为平时的持续性

学习，推动学生系统地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实

验技能，真正实现将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贯穿

到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5  结束语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

都很强的课程，基于岗位对接和任务驱动的课程改革

可以避免传统学科体系教育与真实工作过程相脱离

的现象，较适合应用型高职人才培养。经过岗位对接

和任务驱动的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充分调动

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深受学生欢迎，学生的

职业能力也得到了全面提高，我校食品专业的学生考

取“食品检验工”高级证书获证率高达 99%以上。 

在顶岗实习和就业阶段，用人单位评价我校从

事微生物检测工作的学生时，认为他们实操技能

强，职业综合能力突出。例如，食品微生物检测工

作的特点是准备工作繁多，在传统食品检测教学

中，实验准备工作通常由教师完成，学生无法从整

体上把握实验思路和操作步骤，改革后的课程注重

加强微生物检测准备工作的设计和训练，使学生能

够依据标准独立完成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前期准备

工作，如采样、送检、无菌器材的准备、溶液和培

养基的配制、检验环境的消毒和杀菌处理、样品前

处理方法设计等。学生经过改革课程的训练，形成

了系统的职业能力，能迅速适应企业检测岗位工

作。通过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我校

食品专业的毕业生已成为许多食品企业和检测机

构人才需求的首选，食品专业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97%以上。 
 

表 3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学习质量评价表(教师用表) 
Table 3  Evaluation form of study quality in Food Microbiology Analysis (for teacher use) 

评价环节 

Evaluation step 

评价参考标准 

Evaluation reference standard 

评价依据 

Evaluation basis 

满分 

Total 

得分 

Score 
获取信息 

Obtain information 

能根据任务需要，自主获取与学习与任务相关的信息，训

练自我学习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信息单、提问 20 
 

制定计划 

Draw up a plan 

能根据任务要求和已获信息，合理进行检验工作流程设

计，能估算检测时间 

提问、计划单 5 
 

 具有准备意识，制定的工作计划要考虑准备工作的设计 材料单、计划单 5  

工作实施 

Work implementation 

能在工作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如溶液的配制、培养基

的制备、无菌器材的准备等 

检验操作 10 
 

检验操作符合规范，清场工作到位 检验操作 10  
 正确填写工作记录，要求实事求是、内容完整、科学规范 记录单 10  
 依据标准正确分析观察结果，得出正确的检验结论，规范

完成检验报告的撰写 

报告单 10 
 

工作汇报 

Work presentation 

对工作过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向他人展示学习成果和收获

体会，图文并茂，训练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 

PPT 10 
 

工作态度 

Work attitude 
出勤、工作参与度、工作量 

/ 20 
 

     
综合评分 

Comprehensiv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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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学习质量评价表(学生用表) 
Table 4  Evaluation form of study quality in Food Microbiology Analysis (for student use)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tem 

评价参考标准 

Evaluation reference standard 

评价环节 

Evaluation 
step 

满分 

Total 

得分 

Score 

职业素质 

Professional quality 

具有食品质量意识，责任心强，尽职尽责，工作态度认真，

出勤好；具有食品检测的职业道德素质，严谨求实 

全程 10 
 

查阅能力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能根据任务需要和任务书提示，通过各种渠道自主获取与微

生物检测相关的信息，具有较高的自主学习能力 

获取信息 15 
 

计划能力 

Planning ability 

能根据任务要求和已获信息，正确解读标准，合理进行实验

设计，并充分考虑准备工作的设计 

制定计划 5 
 

操作能力 

Operating ability 

能在工作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如溶液的配制、培养基的

制备、无菌器材的准备等 

工作实施 10 
 

 样品前处理和微生物检验操作符合规范，清场工作到位  10  

 能正确填写工作记录  10  

 
能依据标准正确分析观察结果，得出正确的检验结论，规范

完成检验报告的撰写 

 10 
 

表达能力 

Presentation ability 

书面和口头表达清晰、实事求是、内容完整、科学规范 汇报成果 10  

能对检验工作过程进行回顾，总结经验和教训，能向他人展

示学习成果和收获体会 

 
 

协作能力 

Coordination ability 

与其他组员进行良好沟通和积极讨论，执行任务过程中参与

度高，工作量大 

全程 10 
 

专业知识 

Specialized knowledge 

掌握专业知识情况 获取信息拓

展学习 

10 
 

     

综合评分 

Comprehensiv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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