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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孔树脂纯化麦麸多酚及其

抗氧化活性和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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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一种
Q[T'$$

型大孔树脂纯化麦麸多酚

的工艺#提高麦麸多酚的利用价值!方法!采用碱水解法

提取麦麸中的结合态多酚#以单因素试验优化大孔树脂

的动态吸附)解吸条件#确定最佳纯化工艺'以
M!>(

自

由基和
T[[Q

自由基清除率反映抗氧化活性'

;[<O-

V(

$

V(

完成纯化物中多酚组分的定性!结果!在最佳工

艺条件下#纯化物的多酚纯度和抗氧化活性都显著提高!

纯化物中主要包含
'

种多酚化合物#按保留时间依次为(

G

-

羟基苯甲酸"咖啡酸"香草醛"

G

-

香豆酸"反式阿魏酸和

水杨酸!结论!建立的大孔树脂纯化工艺能有效实现对

麦麸多酚的富集#所得纯化物的抗氧化能力显著提高#同

时还保持了其中多酚种类的丰富性!

关键词!麦麸多酚'大孔树脂'纯化'抗氧化'

Q[<O-V(

$

V(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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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酚广泛存在于植物体中%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研究)

)P%

*表明%多酚对人体健康有许多积极作用%如抗

炎+抗菌+抗癌等&多酚在小麦籽粒中主要以结合态存在

于小麦麸皮中%通过与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和

蛋白质等成分共价结合存在于小麦麸皮的细胞壁结构

中)

*P,

*

&小麦麸皮中结合态多酚的种类和含量丰富%但

常规的溶剂萃取手段无法对结合态多酚进行有效的提

取%这也使得麦麸多酚的利用受到了限制&碱水解法是

一种促进植物细胞壁中结合态多酚游离化的有效方法#

在强碱性条件下%连接多酚与细胞壁的糖苷键和酯键被

破坏)

'P8

*

%有机试剂能够大量溶解脱离共价键束缚的多

#'!

RSST U VMOQWX"YZ

第
%&

卷第
,

期 总第
#*8

期
"

#$##

年
,

月
"



酚化合物%实现对麦麸中结合多酚的提取&但是由于麦

麸复杂的成分%碱水解提取物中除了多酚外还含有很多

其他化合物%不利于研究其生物活性%需要对提取物进行

纯化&

大孔树脂吸附法是目前常用的多酚类物质纯化方法

之一%树脂可再生重复利用%具有选择性好%吸附量大%吸

附+解吸速度快%生产效率高%操作简便易行等优点)

&P+

*

&

Q[T'$$

型大孔树脂是一种中极性大孔树脂%常用于黄

酮+多酚等植物天然成分的提取和富集&研究拟建立一

种
Q[T'$$

型大孔树脂纯化麦麸多酚粗提物的工艺%并

评价纯化结果%以期提高麦麸多酚的纯度%为大量制备高

纯度的麦麸多酚的生物活性提供方法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5)

!

主要材料与试剂

小麦纯麸皮#湖北三杰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乙醚+乙酸乙酯+

X/SQ

#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

盐酸#优级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R7104-[:D471

试剂#飞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

#d-

联氨
-

双!

%-

乙基苯并噻唑啉
-'-

磺酸"二胺盐

!

M!>(

"+

#

%

#-

二苯基
-)-

三硝基苯肼!

T[[Q

"#

&

+&=

!

Q[<O

"%美国
(0

H

./

公司$

Q[T'$$

型大孔树脂#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5#

!

仪器与设备

振荡培养箱#

aQ>Z-8$X

型%上海知楚仪器有限

公司$

旋转蒸发器#

_T-#$$$M

型%上海贤得实验仪器有限

公司$

冷冻干燥机#

<N̂-#$N

型%四环福瑞科仪科技发展

!北京"有限公司$

超高液相色谱仪#

;1@0./@D%$$$

型%赛默飞世尔科技

有限公司$

质谱仪#

>:DF.7(60D4@0C06b"J/6@0GD

型%赛默飞世

尔科技有限公司$

多功能酶标仪#

"4(

E

0FD

型%美国
[DFI04"1.DF

公司&

)5%

!

方法

)5%5)

!

大孔树脂预处理
!

大孔树脂在无水乙醇中浸泡

)#:

%溶胀后抽滤去除乙醇&用蒸馏水反复清洗树脂%直

至洗出液加适量水后无白色浑浊现象时为止&大孔树脂

在
).71

(

<X/SQ

中浸泡
*:

%浸泡后抽滤去除
X/SQ

&

用蒸馏水反复洗涤大孔树脂%直至溶液
E

Q

值降至
85$

&

加入
).71

(

<

盐酸浸泡
*:

%浸泡后抽滤去除
QO1

&用蒸

馏水反复洗涤大孔树脂%直至溶液
E

Q

值降至
85$

&

)5%5#

!

麦麸多酚碱水解粗提物制备
!

参考
fDF./

等)

)$

*

的报道%以碱水解法从麦麸中提取多酚%制备粗提物&提

取方法稍作修改#将
#

H

麦麸与
8,.<X/SQ

!

#.71

(

<

"

混合%在振荡培养箱中!

*$c

%

%$$F

(

.04

"反应
*:

&充分

水解后%用
'.71

(

<

的盐酸将
E

Q

调至
#

&分别用
)$$.<

乙醚和
8,.<

乙酸乙酯萃取水解液中的多酚%重复萃取

%

次&将所有有机相混合%加入适量的超纯水%通过旋蒸

去除有机试剂后冷冻干燥!

$[/

%

P&$c

%

#9

"%所得粉末

即为麦麸多酚粗提物&粗提物
P#$c

避光保存&

)5%5%

!

总多酚含量!

>[O

"测定
!

采用福林酚法!

RO

"%根

据文献)

))

*修改如下#

$5#.<

样品溶液和
$5#.<R7104-

[:D471

试剂混合均匀%

)

"

#.04

后加入
$5*.<X/

#

OS

%

溶液!

$5)#

H

(

.<

"%水浴!

,$c

%

):

"反应后定容至
,.<

并冷却至室温%测定
8*,4.

处的吸光度%根据没食子酸

标准曲线计算
>[O

%结果表示为毫克没食子酸当量每毫

升!

.

H

NM

(

.<

"&

)5%5*

!

树脂用量对动态吸附效果的影响
!

以超纯水将粗

提物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5,.

H

NM

(

.<

的样品溶液%根

据
Q[T'$$

型大孔树脂对多酚化合物的最大吸附量%考

察不同用量树脂!

#

%

%

%

*

%

,

H

"对
%$$.<

样品溶液的动态

吸附效果&树脂湿法装柱%样品溶液以
)5,.<

(

.04

的流

速注入吸附系统%每
)$.<

收集一份流出液并测定其

>[O

&以流出液体积为横坐标+流出液
>[O

为纵坐标绘

制泄露曲线)

)#

*

%以此评价不同用量树脂的吸附效果&

)5%5,

!

样品溶液流速对动态吸附效果的影响
!

在陶莎

等)

&

*的研究基础上考察样品溶液流速!

)5$

%

)5#

%

)5*

%

)5'

%

)5&

%

#5$.<

(

.04

"对动态吸附效果的影响%

$5,.

H

NM

(

.<

的样品溶液以上述流速注入吸附系统%每
)$.<

收集一

份流出液并测定其
>[O

&绘制泄露曲线以此评价样品溶

液流速对树脂吸附效果的影响&

)5%5'

!

动态解吸试验

!

)

"洗脱液浓度和体积对洗脱效果的影响#准确称取

*

H

预处理后的湿树脂%置于
,$$.<

具塞锥形瓶中并加

入
#,$.<

质量浓度为
$5,.

H

NM

(

.<

的样品溶液%振荡

培养箱中震荡吸附!

)#$F

(

.04

%

%,c

"

#*:

后取上清液测

定其
>[O

%并按式!

)

"计算总吸附量)

)%

*

&将达吸附平衡

的大孔树脂装柱%以
),$.<

不同体积分数!

#$=

%

*$=

%

'$=

%

&$=

"的乙醇水溶液进行洗脱%洗脱液每
%.<

收集

一份并测定其
>[O

&以洗脱液体积为横坐标%

>[O

为纵

坐标绘制动态洗脱曲线&

#

(

^

!

/

$

_

/

f

"

R

% !

)

"

式中#

#

(

'''总吸附量%

.

H

NM

$

/

$

'''样品溶液初始浓度%

$5,.

H

NM

(

.<

$

/

f

'''上清液
>[O

%

.

H

NM

(

.<

$

R

'''样品溶液体积%

.<

&

!

#

"洗脱液流速对洗脱效果的影响#准确称取
*

H

预

处理后的湿树脂%按
)5%5'

!

)

"中的方法静态吸附&将达吸

$'!

提取与活性
"_>YMO>WSX U MO>WfW>Z

总第
#*8

期
"

#$##

年
,

月
"



附平衡的大孔树脂装柱%使用
),$.<

体积分数为
&$=

的

乙醇水溶液以不同流速!

)5$

%

#5$

%

%5$

%

*5$.<

(

.04

"进行

洗脱%洗脱液每
%.<

收集一份并测定其
>[O

&以洗脱液

体积为横坐标%

>[O

为纵坐标绘制动态洗脱曲线&

)5%58

!

多酚纯度及抗氧化活性测定
!

按上述条件对粗提

物进行纯化%旋蒸除去洗脱液中乙醇后对剩余水溶液冷

冻干燥%得到纯化后的麦麸多酚&按下述方法分别测定

两种样品的纯度和抗氧化能力&

!

)

"多酚纯度#样品以二甲基亚砜!

TV(S

"溶解%参

照文献)

)*

*测定并根据式!

#

"计算样品中的多酚纯度&

4

^

/

$

/

`

)$$=

% !

#

"

式中#

4

'''多酚纯度%

=

$

/

$

'''样品的总多酚质量浓度%

.

H

NM

(

.<

$

/

'''样品溶液的质量浓度%

.

H

(

.<

&

!

#

"

M!>(

自由基!

M!>(

`

-"清除能力#根据文献

)

),

*修改如下#

M!>(

`

-储备溶液由
)8'

%

<

浓度为

)*$..71

(

<

的
]

#

(

#

S

&

溶液和
)$.<

浓度为
8..71

(

<

的
M!>(

溶液组成的混合物在黑暗中放置
)#

"

)':

制

成&使用前%

M!>(

`

-溶液用无水乙醇稀释至吸光度为

$58$g$5$#

!

8%*4.

"&

$5).<

样品溶液与
%5+.<M!>(

`

-储备液在室温

下避光反应
'.04

&然后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在
8%*4.

处的吸光度&按式!

%

"计算
M!>(

`

-清除率&

;

^

)

_

'

(

_

'

F

'

$

! "

`

)$$=

% !

%

"

式中#

;

'''自由基清除率%

=

$

'

(

'''样品与
M!>(

`

-(

T[[Q

-混合溶液的吸

光度$

'

F

'''

TV(S

与
M!>(

`

-(

T[[Q

-混合液的吸

光度$

'

$

'''样品与无水乙醇混合溶液的吸光度&

!

%

"

T[[Q

自由基!

T[[Q

-"清除能力#根据文献

)

)'

'

)8

*修改如下#无水乙醇将
T[[Q

试剂粉末配制成

$5, ..71

(

<

的溶液%测定时以
$5, .<

样品溶液与

%5,.<T[[Q

-溶液室温条件下避光反应
):

后测定其

在
,)84.

处的吸光度&

T[[Q

-的清除能力以清除率表

示%并按式!

%

"计算
T[[Q

-清除率&

)5%5&

!

麸皮多酚定性分析
!

采用
;[<O-V(

(

V(

法&液

相部分使用
;1@0./@D%$$$

型超高液相色谱仪%并配备有

TMT

检 测 器%色 谱 柱#

Q

BE

DF?01 NS<T )$$ .. k

#5)..

%

%

%

.

&柱温
#, c

%进样量
#$

%

<

%流动相流速

$5#,.<

(

.04

&采用梯度洗脱%流动相
M

为含
$5)=

甲酸

的乙腈溶液%流动相
!

为
$5)=

的甲酸水溶液%流动相
M

的梯度为#

$5$

"

'5$ .04

%

,=

"

)$=

$

'5$

"

)'5$ .04

%

)$=

"

&$=

$

)'5$

"

#$5$ .04

%

&$=

$

#$5$

"

#$5) .04

%

&$=

"

,=

$

#$5)

"

%$5$.04

%

,=

&

TMT

检测条件#

)+$

"

&$$4.

范围全扫&

V(

采用
b"J/6@0GD

静电场轨道肼质

谱&离子源为
Q"(W

源%雾化气
*$[/

%辅助气
&[/

%喷雾

电压
%#$$f

%离子传输毛细管温度
%$$c

%辅助气温度

%$$c

&扫描模式#负离子
RA11V(

(

99-V(#

%扫描范围#

,$

"

8,$

!

+

(

A

"&

)5%5+

!

数据处理
!

质谱相关数据以
_6/103AF*5)

!

>:DF.7

R0?:DF(60D4@0C06

"软件进行分析%以
([((#,

和
SYNWX

[F7#$)'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作图&

#

!

结果与分析
#5)

!

树脂用量和上样体积的确定

图
)

为不同用量
Q[T'$$

型大孔树脂的泄露曲线%

反映了经树脂吸附后的流出液中的
>[O

变化情况&当

流出液
>[O

为上样液浓度的
)

(

)$

时%达到泄露点%此时

的样品溶液体积被认定为最佳上柱体积)

)#

*

&图
)

结果显

示#

#

%

%

%

*

%

,

H

大孔树脂所对应的最佳上柱体积分别为

'$

%

),$

%

#,$

%

%$$.<

%据此%选择以
*

H

Q[T'$$

型大孔

树脂对
#,$.<

质量浓度为
$5,.

H

NM

(

.<

的麦麸多酚

粗提液进行纯化%可达到理想的吸附效果&

图
)

!

不同用量
Q[T'$$

型大孔树脂的吸附泄露曲线

R0

H

AFD)

!

>:D /9?7F

E

@0741D/I 6AFGD?C7F 90CCDFD4@

97?/

H

D?7CQ[T'$$./6F7

E

7F7A?FD?04?

#5#

!

样品溶液流速的确定

由图
#

可知%样品溶液的流速越大%流出液的
>[O

越

高%这是因为高流速减小了溶液中多酚与大孔树脂的接

触时间%不利于大孔树脂的吸附作用)

)&

*

&当上样体积达

到
#,$.<

时%流速为
)5#

%

)5*.<

(

.04

的流出液的
>[O

分别为!

*&5&,g)5*,

"%!

,$5+$g)5'#

"

%

H

NM

(

.<

%接近样

品溶液浓度的
)

(

)$

&据此认为这两种流速条件能达到更

好的吸附效果%但高流速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因此选择样

品溶液流速为
)5*.<

(

.04

&

#5%

!

动态洗脱条件的确定

#5%5)

!

洗脱液浓度的确定
!

乙醇溶液的浓度会显著影响

%'!

"

f715%&

"

X75,

田富林等!

Q[T'$$

型大孔树脂纯化麦麸多酚及其抗氧化活性和定性分析



图
#

!

不同流速样品溶液的吸附泄露曲线

R0

H

AFD#

!

>:D/9?7F

E

@0741D/I6AFGD?C7F90CCDFD4@C17L

F/@D?7C?/.

E

1D?71A@074?

动态洗脱效果)

)+

*

&由图
%

!

/

"可知%随着乙醇体积分数的

增大%流出液的最大
>[O

升高%说明大体积分数的乙醇

溶液对样品溶液中的多酚具有更好的洗脱效果&这是因

为样品溶液中的多酚是以乙醚+乙酸乙酯萃取得到的%这

两种有机试剂的极性较弱&因此%萃取物中的多酚也为

弱极性%在纯水中的溶解度较低%但易溶于乙醇溶液&

图
%

!

3

"中的峰面积是对图
%

!

/

"中洗脱曲线的积分%可以

反映总的洗脱量%显著性分析结果显示%

#$=

%

*$=

的乙

醇溶液的洗脱量显著低于大孔树脂的吸附总量%说明被

树脂吸附的多酚未被完全洗脱%洗脱效果不佳$

'$=

%

&$=

的乙醇溶液的洗脱量与大孔树脂的吸附总量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说明洗脱效果较好&考虑到成本问题%选择

'$=

的乙醇溶液作为洗脱液&

#5%5#

!

洗脱液流速的确定
!

图
*

!

/

"显示%随着洗脱液流

速升高%流出液的最大
>[O

呈降低趋势&对比洗脱量与

大孔树脂吸附总量)图
*

!

3

"*%发现洗脱量与洗脱液流速

呈负相关%流速为
#

%

%

%

*.<

(

.04

的洗脱体系的洗脱量显

著小于大孔树脂的吸附总量%说明被大孔树脂吸附的多

酚未被完全洗脱$而流速为
).<

(

.04

的洗脱体系中%洗

脱量与大孔树脂的吸附总量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其洗脱

效果较好%因此选择洗脱液流速为
).<

(

.04

&结果表明

低流速有助于洗脱%是因为在低流速情况下%洗脱液可以

进入树脂的孔缝%其中的多酚更为彻底地溶解在洗脱液

中并被带出)

#$P#)

*

&

#5*

!

纯化前后麦麸多酚纯度和抗氧化活性比较

#5*5)

!

多酚纯度
!

纯化前后样品中多酚纯度分别为

!

85$+g$5#$

"

=

和!

%&5+)g)5*)

"

=

%纯化后样品中多酚纯

图
%

!

乙醇体积分数对洗脱效果的影响

R0

H

AFD%

!

"CCD6@?7CD@:/471G71A.DCF/6@07474D1A@074

图
*

!

洗脱液流速对洗脱效果的影响

R0

H

AFD*

!

"CCD6@?7CD1AD4@C17LF/@D74@:DD1A@074DCCD6@

&'!

提取与活性
"_>YMO>WSX U MO>WfW>Z

总第
#*8

期
"

#$##

年
,

月
"



度比纯化前的高约
,5*+

倍%说明该纯化工艺有效地纯化

了麦麸多酚&

#5*5#

!

抗氧化活性
!

根据自由基清除测试结果%清除率

与浓度相关%所有纯化后样品的自由基清除能力显著高

于未纯化的&这是因为纯化的样品中多酚含量较高%从

而提高了自由基清除能力&在
M!>(

`

-清除试验中

)图
,

!

/

"*%质量浓度为
$5*.

H

(

.<

的纯化后样品对自由

基的 清 除 率 接 近
)$$=

&在
T[[Q

- 清 除 试 验 中

)图
,

!

3

"*%清除率随样品浓度的增大而提高%质量浓度为

$5,.

H

(

.<

的纯化后样品对
T[[Q

-的清除率最高%为

!

&858+g)5+'

"

=

&此外%相同浓度的样品对两种自由基

的清除效果存在差异%样品对
M!>(

`

-表现出更好的清

除效果%可能与两个体系中自由基的浓度及样品对两种

自由基的不同清除机制有关&

#5,

!

纯化后麦麸多酚提取物的定性分析

由表
)

可知%经
Q[T'$$

型大孔树脂纯化后的提取

物中主要含有
'

种多酚化合物%按保留时间从小到大依

次为#

G

-

羟基苯甲酸+咖啡酸+香草醛+

G

-

香豆酸+反式阿

魏酸和水杨酸%除香草醛外%其余均为酚酸&在这
'

种多

酚化合物中%存在一对同分异构体'''

G

-

羟基苯甲酸与

水杨酸!结构式见图
'

"%其
V()

+

V(#

高度相似%但保留

时间明显不同%这是因为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二者极性的

不同%从而影响到固定相对它们的保留时间&在
G

-

羟基

苯甲酸)图
'

!

M

"*和水杨酸)图
'

!

!

"*中%羟基与羧基的位

置关系分别为对位和邻位%对位的偶极矩大于邻位%且邻

位的羟基与羧基之间会形成分子内氢键%导致
G

-

羟基苯

甲酸的极性远大于水杨酸)

##

*

&试验以
O

)&

为固定相的反

相色谱柱%极性较弱的水杨酸与色谱柱中固定相间的作

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4

#

$.$,

"

图
,

!

纯化前后抗氧化能力的比较

>/31D,

!

O7.

E

/F0?747C/4@07J09/4@6/

E

/60@

B

3DC7FD/49/C@DF

E

AF0C06/@074

表
)

!

纯化后麦麸多酚提取物的定性结果

>/31D)

!

bA/10@/@0GDFD?A1@?7C

E

AF0C0D9L:D/@3F/4

E

71

BE

:D471DJ@F/6@?

保留时间(
.04

)

VPQ

*

P

!

+

(

A

"

V(

(

V(

!

+

(

A

" 定性结果

'5+& )%85$#%%$ +%5$%%#'

G

-

羟基苯甲酸

+5#' )8+5$%*)% )%,5$**$,

咖啡酸

)$5*) ),)5$%&++ )%'5$),,$

%

)$&5$#$*%

香草醛

)$5,) )'%5$%+$+ ))+5$*+$*

%

+%5$%%#+

G

-

香豆酸

))5$+ )+%5$*++) )8&5$#'#+

%

)*+5$,+8#

%

)%*5$%'#*

反式阿魏酸

)#5#+ )%85$#%#& +%5$%%#$

水杨酸

图
'

!

G

-

羟基苯甲酸和水杨酸的结构式

R0

H

AFD'

!

(@FA6@AF/1C7F.A1/?C7F

G

-:

B

9F7J

B

3D4K706

/609/49?/106

B

106/609

用力强于
G

-

羟基苯甲酸)

#%

*

&在梯度洗脱过程中%甲酸水

溶液的体积分数从高到低%在此过程中%极性较强的
G

-

羟

基苯甲酸先被洗脱%极性较弱的水杨酸后被洗脱%造成
G

-

羟基苯甲酸先出峰%保留时间小于水杨酸&

S47CFD

i

7G|

等)

#*

*使用以
O

)&

为固定相的反相色谱体系对藻类提取物

中的多酚进行定性时也鉴定出了
G

-

羟基苯甲酸和水杨

酸%且前者的保留时间也小于后者&

''!

"

f715%&

"

X75,

田富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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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论
以

Q[T'$$

型大孔树脂对麦麸多酚提取物进行纯

化%研究了树脂用量+样品溶液的体积和流速+洗脱剂的

浓度和流速对纯化效果的影响%并以此确定样品溶液质量

浓度为
$5,.

H

NM

(

.<

时的最佳纯化工艺条件%在最佳条

件下%纯化后的提取物中多酚纯度为纯化前的
,5*+

倍%抗

氧化活性也显著提高%说明该纯化工艺能有效富集提取

物中的多酚&此外%经
Q[T'$$

型大孔树脂纯化后的提

取物中主要含有
G

-

羟基苯甲酸+咖啡酸+香草醛+

G

-

香豆

酸+反式阿魏酸和水杨酸
'

种多酚化合物&但纯化物中

仍含有一定量的杂质%如何进一步除杂仍有待研究%这个

问题仅依靠大孔树脂无法解决%需要借助更精密的仪器

!如制备型液相色谱仪+高效逆流色谱等"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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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健全课程思政建设机制%为各专业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进行铺垫&另一方面%食品质量与安全课程的专业教师

在课程中开展思政教育前%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

划%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将上述内容整理好

后交由学院党组织和教学工作指导小组进行综合审议%

并给出参考意见&任课教师要在参考意见的基础上%构

建该课程的课程思政体系%并以此作为开展教学工作的

指导思想%用于指导思政元素与该课程的融合&此外%在

课程思政指导思想的规划中%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需求%

对学生喜欢的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有一定了解%进而保

障食品质量与安全课程开展思政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现&

!

#

"拓展教学手段和方式%丰富课程思政实现途径&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任课教师要转变先前单一的教学手

段和教学方式%通过不断探索多样化教学模式%重视课程

思政实践方式的实现%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一方面%任课

教师可采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讲授食品质量与

安全课程中的相关知识%尤其是检查操作的具体流程和

相关技术+方法的运用%既能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具体%也能使学生清晰掌握科学的食品质量与安全的专

业知识%还能借助检测操作中的细致过程开展思政教育%

使学生意识到过程的重要性%用更多耐心对待学习和生

活中的一切事情&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进行食品安全反

面案例教育%以此警示学生%使学生正视所学专业的重要

性%增强学生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应

该应用至教学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情景教学法%食

品质量与安全课程的实践性较强%其中涉及诸多检测方

法和检测标准%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结合具体教学内容模

拟食品安全检测工作的相关情景%由学生检测某一食品%

然后教师再对学生的检测过程和结果进行点评%这不仅

能使学生通过实践机会加强对所学知识的掌握%还能在

操作过程中养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良好习惯%形成严

谨+认真的工作作风%达到思政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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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校企联合培养人才道路%增强思政教育实践

性&食品质量与安全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这决定了

该课程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走校企联合道路的必要性%既

能使学生有机会通过在企业实习实践中消化了解所学的

相关知识和技能%也能使学生在未来工作中更加得心应

手%在具体实践中认识到食品质量与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从而增加思政教育实践性&在校企合作中%校企双方都

要设置负责人%以做好对接工作%强化联合培养人才效

果%实现双赢目的&一方面%对于高校而言%任课教师要

重视根据食品专业特点完善实习计划%实习计划要全面

且有针对性%能够有效指导学生进行实习&将学生在实

习中团队合作+工作出错率和时间观念等都作为考核内

容%教师根据学生表现进行引导教育%进而调整思政内容

在教学中的运用计划&另一方面%企业在合作中不能仅

提供实习岗位%还要帮助高校开展思政教育%记录学生在

实习中的错误和违规行为%与企业正式员工一样进行处

罚%使学生了解到工作中的细节&企业要提供一线技术

工人作为导师带领学生进行实习%导师要将自身在工作

中的经验和精神传授给学生%为学生树立榜样%同时导师

还要用严格的制度约束学生%使学生在实习中真正学习

到知识%也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所要从事职业的伟大%增强

责任心%发挥思政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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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教学评价%深化思政教育的作用&开展教学

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学改革%为学生进行下一

阶段学习提供参考%从而提升学习能力&在课程思政视

角下%发挥教学评价对思政教育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

入手#

'

教学评价要重视教师评价的作用%既要重视学生

的专业知识和对食品行业实践技能的掌握程度%也要重

视其在教学过程中+学习实践中的表现%同时更要重视学

生思想道德水平&教师对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评价%要

采用多种途径进行%可以参考其他科目教师和学生的意

见%还可对学生在学习+实践+生活中的态度进行评价&

(

教学评价离不开学生的自我评价%学生在自我反思过

程中%能及时发现自身不足%尤其是学习态度方面的自我

调整%强化思政教育效果&

%作者(张婉旭#女#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讲师#硕士&

%基金项目(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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