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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洛学院围绕食品产业的发展需求，结合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以对接商洛绿色食品产业创新链为出发点，构建适应食品产业发展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应用

型人才培养体系，拉动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省内外相关高校开展对接产业链的

专业建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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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luo Universit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food industry, combined with the 
talent training goals of applied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Starting from connecting with the innova-
tion chain of Shangluo’s green food industry, it constructs an applie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or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that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drives the im-
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and plays a de-
monstrative and leading role i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connecting with the industry chain 
for relevant universiti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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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工科建设是指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服务国家总体战略，通过“产、学、研、政”跨界融合，将产

业和技术的最新发展、行业对人才培养的最新要求引入教学过程，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成满足

行业发展需要的课程和教材资源[1]。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是商洛学院特色专业，以食品科学和工程科学

为基础，研究食品的营养健康、工艺设计与社会生产，食品的加工贮藏与食品安全卫生的学科，是生命

科学与工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食品科学与工业工程的重要桥梁。2017 年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印

发《“十三五”健康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将“新型健康产品”列为重点发展的三类产品之一，明

确指出：“鼓励健康产业相关的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建立产学研协同的创新平台，集聚创

新资源，加快突破前沿关键技术瓶颈，为健康产业科技发展提供支撑”[2]。同时，围绕大健康产业链，

推进“药、医、健、食、游、养”融合发展，是商洛市“十四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3]，其中，商洛

市明确提出绿色食品产业是支柱产业。而人才是产业发展创新的源泉，也决定了食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新工科人才培养顶层

设计、优化课程体系、科研能力训练、重构实习实践教学模式、优化专业育人条件和平台等方面开展了

新工科背景下对接地方产业链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研究。 

2. 商洛学院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不符合商洛食品产业发展的需要 

商洛学院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定位是立足商洛，面向地方，服务基层，培养应用型人才。但在

前期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没有充分考虑商洛经济发展特色和优势，导致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和

食品企业、行业需求不一致，学生毕业后难以快速融入社会，无法有效服务、支撑及引领地方产业转型

升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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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础学科比例较高，地方特色不明显 

商洛学院 2017 年入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社部确定的全国百所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高校，

目前正处于学科建设生成期，课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存在基础学科比例较高，实践内容不够前沿，

与生产过程脱节等问题，导致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缺乏[5] [6]。由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师根据

商洛特色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的教学案例、教材较少。 

2.3. 学生科研能力有待加强 

商洛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大部分是调剂过来的，学生综合素质

相对较低，科研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2.4.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在实践教学课程环节，设计型实验项目较少，验证性实验较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实践教学的内容相对陈旧，缺乏创新，实践教学的手段与内容滞后于食品企业实

际生产。 

2.5. 育人条件和教学科研平台较差 

在新工科背景下，实现食品产业链和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无缝对接需要校企双方共

同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商洛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实验实训教学平台相对较少，尤其缺乏食品相关

的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 

3. 新工科背景下对接地方产业链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实践 

3.1. 强化新工科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构建具有产业和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构建具有产业和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商洛学院在充分调研商洛食品产业发展现状和政府规

划的基础上，修订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在修订过程中，学院主动对接商洛食品

产业发展，邀请食品相关企事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技术专家和创业能手联合论证、反复推敲、共同制

定，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强化产教融合，进一步

提升了创新创业教育水平及服务食品产业创新链发展的人才培养质量。 

3.2. 优化课程体系 

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的基本载体，在修订的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培养目标细化为 12 项毕业

要求，对标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调整课程设置，优化课程体系。修改教学大纲内容，按照产出导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理念，每个课程环节针对学习成果要求，制定出明确的教学大纲和考核标准。

践行“双四六”模式，即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学分比例为 4:6，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分比例为 4:6，在

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增强学生专业核心竞争力的实践教学方法，培养出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合格的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 

3.3. 科研能力训练 

商洛学院实行导师制，学生大一就开始联系导师，并积极参与指导老师的根植地方行动计划项目或

其他科研项目，学生带着课题驻厂实习，在实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以毕业论文的形式进行研究解决。

其中，我院教师组织师生建立的“绣球菌深加工产品开发团队”根植地方行动计划项目团队，深入商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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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州区润科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绣球菌工厂)开展产教融合、科技攻关、社会服务和能力素质拓展活

动。团队围绕企业需求，开展了低血糖指数绣球菌挂面的研制、绣球菌果蔬汁的复配研制、绣球菌废菌

料二次循环生产研究三个子项目研究，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科研能力。目前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毕业论

文(设计)内容涉及食品原料种植、成分提取、分析检测、配方优化、产品研发等，紧密结合商洛食品产业

发展。另外，商洛学院成立创新创业学院，由科研能力强的导师进行科研训练，为以后从事科研工作奠

定扎实基础。学院每年定期举办实验技能竞赛，通过竞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食品加工工艺等相关食品科

学知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目前，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论文在实

践、实训、生产中完成的比例达到 90%以上。获得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立项 30 余项，其中

国家级项目立项 9 项。 

3.4. 对标食品产业发展对人才能力要求，重构实习实践教学模式 

为了更好地培养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促进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就业，每年积极联

系相关食品企业，建立实践教学基地，目前已建立西安伊利泰普克食品有限公司、陕西森弗天然制品有

限公司、陕西十三坊食品有限公司、陕西君威农贸食品集团、陕西白象食品有限公司、雅泰乳业、陕西

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商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西安邦淇制油科技有限公司等实践教学基地。这些实

践教学基地很好地满足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实验、认知实习、课程实习、毕

业实习的教学任务需要，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实习场所。同时，学生实习期间为企业增添活力，并积极

建言献策，先后有 8 名学生被实习企业评为优秀实习生，实习结束后直接入职，缓解企业用人紧张状况。

依托根植地方行动计划项目，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开展“走访食品企业，了解美丽商洛”社会实践

活动，实施了食品专业学生开展“深入生产一线，探索生产工艺”社会实践活动，增强了学生对理论知

识的转化和拓展能力、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3.5. 整合扩展教育资源，优化符合食品产业链发展的新工科专业育人条件和平台 

我国超过一半高校属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发展质量从根本上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

的整体发展水平。商洛学院从对接产业链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出发，学院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为导向，在现有各类软硬件资源的基础上，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深化校企合作，构建

多层次协同创新育人平台。同时，加大校内建设教学实践平台建设力度，获批陕西省食品科学综合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商洛市粮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市级平台，获批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果蔬汁加工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方式进行学习，不受空间限制，实

现教学的多元化、网络化，改善和丰富教学方法，增强师生间的交互动手能力。 

4. 新工科背景下对接地方产业链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成效 

4.1. 整合产业优势资源，构建校企合作新形式 

校企合作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在原有的合作基础上，拓宽校企合作渠道，深化合作内涵，

利用现有的食品加工企业及相关科研院所的优势资源，通过行业企业提供研发和孵化平台、中试平台和

规模化生产平台等方式，构建校企合作新形式。学院通过与企业联合建立省级四主题一联合平台、博士

工作站等方式，提升商洛在绿色食品资源开发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水平，促进商洛绿色食品

产业发展。学院教师编写的教材《饮料加工技术基础》邀请食品企业产品研发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担任

编委，教材增加食用菌饮料加工技术、菊芋固体饮料加工技术、核桃蛋白饮料加工技术、连翘叶功能饮

料加工技术等内容，使学生学到的知识能够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促进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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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提供一定的借鉴。 

4.2. 产教融合，培养“新工科”人才 

近三年来，学生获得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省级金奖 2 项、银奖 1 项铜奖 1 项、校级金奖 2 项、

银奖 1 项铜奖 1 项，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2 项，省级 12 项，校级 12 项，项目总经

费 41 万元，参与人数占本专业在校生的 42.9%。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体现了我们坚持产教融合的思路，以

专业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成效。 

4.3. 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初步成型 

面向地方绿色食品产业链，坚持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发展道路，与政府、科研院所、行业

企业充分对接、深度融合，基于产出导向，着力构建以专业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食品科学

与工程专业“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建设质量优异、特色鲜明、学生满意、产业欢迎的食品科学与工

程专业，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呈现积极成效。 

5. 结语 

商洛学院针对商洛绿色食品产业创新链，以“新工科”人才培养为根本性任务，遵循目标导向原则，

以“校企协同、持续改进”为主线，构建适应食品产业发展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拉动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省内外相关高校开展对接产业链的专业建设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2102201023)；商洛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2jyjx115)；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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