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基因工程应用技术》为食品生物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设置在大学二

年级第二学期，对专业学生未来就业有重要作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持续贴近真

实岗位需求，以企业岗位实际需要的技能为核心知识点进行授课，制作微课视频

6个，完善课程资源。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激发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利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形式，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实现教学资源共享。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可借助在线课程网站浏览课程内容，尤其针对学生

的不同能力和不同层次水平问题，学有余力者可浏览更深的知识，而基础较差的

同学可反复阅读基础性的教学材料。配合课程试题库，学生可在学完一个知识点

后进行自我检测，是否掌握相关知识点，如有疑问还可继续进行在线复习。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的知识、技能水平，同时了解现在企业真

实岗位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拓宽学生视野。通过课程实施，积极鼓励培

养学生参加省级学生技能竞赛和科研项目申报，已获得 2个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

专项资金(大学生“攀登计划”科技创新培育)立项/结项，取得优异的学生培养

效果。



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1

应完成要点数（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成率（%）

15 14 93.3%

申报书（建设任务书）

列出的主要建设任务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任务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

（分条列举）

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平

台
1 1

制作微课 5 5

课程试题库 6 6

申报材料中所列的

建设举措和建设目标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经落实的

建设举措和已经实现的目标

（分条列举）

尚未实施的举措

和未完成目标

（分条列举）

学生技能竞赛获奖 2 2

在线互动平台 1 0

1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2

申报材料中所列预期成果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的建设

成果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预期成果

（分条列举）

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1 1

制作微课 5 5

课程试题库 6 6

学生技能竞赛获奖 2 2

在线互动平台 1 0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1、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网站：http://www.910zhike.com/index.html；

2、课程试题库 6个；（课程网站-课程资源）

3、微课视频 5个；（课程网站-课程资源）

4、学生参加省级技能竞赛获奖 2次；（课程网站-教学成果）

5、教师参加校级课堂思政教学竞赛获二等奖。（课程网站-教学成果）

2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http://www.910zhike.com/index.html；


四、项目建设水平

（包括：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情况、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等）

1. 项目建设质量：

基因工程技术是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学科，是现代生物技术

的核心技术，与生物科学、医学、农林、食品等学科密切融合，成为非常重要的

一门技术和基础知识。

本课程是食品生物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介绍了基因工程技术中的

基本原理、设计思路以及常用的实验方法，同时结合生产实际，介绍基因工程技

术在医药、卫生、农业和食品生产中的应用，其理论性和实验性较强，具综合应

用性。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基础分子

生物学的操作流程，拓宽学生生命科学的知识面，为进入食品生产、加工、开发

企业和服务科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包括但不仅限于：

以就业能力培养为导向；

以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选择课程内容的标准；

以专业知识和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综合职业素质培

养为课程目标。

本项目建设中，时刻注意依据食品生产开发、检测工作，从“食品原料采集

-食品加工-产品质量检验-产品市场推广-产品售后服务”的实际工作流程，以实

际生产岗位需求为课程设计的主要思路，构建教学体系：

以转基因食品、食品的分子生物学检测为课程的重难点，围绕转基因食品的

开发和食品安全检测为主线构建教学内容；

以职业岗位为导向，主导引导式教学过程，由学生发掘“怎么做？”、“怎

样效果更好”等技能学习为主，相关知识原理学习为辅；

通过企业兼职教师座谈和专任教师进企业等形式，构建以岗位工作流程为指

导方向的教学流程，真正实现岗位指导教学。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思考，提升职业素质，同时厚植爱国情怀，深刻理

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理论教学部分：以“行动导向”教学模式为主，利用“项目教学法”、“头

脑风暴法”，采用以项目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的分组讨论、理实一体教学模式，

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手段，结合课程 PPT、微课视频、课外拓展视频等，把工作岗

位实际工作流程有机融合到各教学任务重。

实训教学部分：实训教学以实际工作岗位需求为教学任务，引导学生以项目

为导向进行实训操作的自主学习。实训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实训项目拓

展延伸转化为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互联网+”项目、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

等，激发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

在课程学习中要淡化教师的色彩，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利用多

媒体课室，通过 PPT 课件，深入浅出地向学生讲解相关理论知识，同时由学生根

据个人兴趣和爱好以及将来有可能从事的工作来选择若干试验，这些试验从资料

准备、方案设计、经费预算、试验药品器材的准备到具体的试验操作、报告撰写

等，均由学生自己完成，老师只起审核指导作用，鼓励学生进行创新性、探索性

试验，尽量为学生提供一个接近工厂实际生产情况的情景。

2、成果应用情况：

本项目成果已获得 2020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超星杯”微课大赛三等奖，学

生观看人数超过 200 人，学生一致反馈极佳。

现已有超过 5个班级的学生通过课程网站进行学习，通过使用微课资源进行

授课，学生均反馈能够很直观的看到分子生物学操作原理和过程，降低了知识理

解的门槛，使更多生物基础知识薄弱的同学能更快掌握相关知识。

通过企业座谈，了解到相关技能岗位在 PCR 技术、DNA 提取技术、电泳技术

等方面有极大的需求，因此在课程实施中也特别注意学生这些企业岗位技术的重

点训练，使学生的企业岗位技能得到锻炼，有助于学生更快进入工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