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教学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检验是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通过学习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采集与处理、食品卫生指标测定、

食物中毒性微生物检验、食品生产环境中微生物检验等，掌握适应岗位（群）

所必需的菌落总数测定方法、大肠菌群计数方法，能结合与利用虚拟仿真软

件完成沙门氏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检验，具有运用《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的能力、综合检测食品生产用水微生物指

标的能力。 

课程以动物生物化学和动物微生物与免疫基础等课程的理论和技能为

基础，通过学习为后续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素质目标 

1．养成无菌操作、规范操作、安全操作的良好习惯； 

2．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 

3．具备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 

4．能合理分配检验检测时间、养成质控培养基、试剂等良好习惯； 

5．具有自主学习，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知识目标 

1．掌握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污染基本知识； 

2．掌握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采集与处理，理解二级、三级采样

方案； 

3．掌握动物性食品卫生指标检验知识； 



4．掌握主要的食物中毒性微生物检验知识； 

5．了解动物性食品微生物快速检测方法； 

6．理解食品生产环境微生物检验方法； 

7．理解食品微生物检验能力验证基本知识。 

（三）能力目标 

1．能测定动物性食品中菌落总数； 

2．能进行动物性食品中大肠菌群计数； 

3．能结合与利用仿真软件对沙门氏菌进行检验； 

4．会对大肠埃希氏菌进行计数； 

5．能结合与利用仿真软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检验； 

6．能进行霉菌酵母菌计数； 

7．能综合检测食品生产用水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指标。 

三、参考学时 

建议 64学时。 

四、课程学分 

4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1 

动物性

食品微

生物污

染基本

知识 

1.理解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污染源； 

2.熟悉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污染途径； 

3.熟悉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污染的危害； 

4.掌握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污染的控制措施； 

5.了解食品腐败变质； 

6.理解食品腐败变质控制措施。 

1.利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 

2.以食物中毒为例分析

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污染

的危害、控制措施。 

4 

2 

动物性

食品检

样采集

与处理 

1.理解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采集的原则； 

2.熟悉微生物检验样品的种类； 

3.理解食品微生物样品采集方案； 

4.理解食品样品的运送注意事项； 

5.掌握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处理方法。 

1.利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 

2.以食品伙伴网定期发

布的抽检结果为例分析

食品微生物样品的采集

2 



序 

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方案。 

3 

动物性

食品卫

生指标

检验 

1.掌握菌落总数测定的国标检验方法并会对结果

进行分析与报告； 

2.掌握大肠菌群计数的国标检验方法并会对结果

进行分析与报告； 

3.理解各类动物性食品卫生指标； 

4.了解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其他检验方法。 

1.利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 

2.实训：菌落总数测定； 

3.实训：大肠菌群计数。 
16 

4 

食物中

毒微生

物检验 

1.掌握沙门氏菌检验程序，结合与利用仿真软件进

行沙门氏菌检验； 

2.掌握大肠埃希氏菌计数检验程序及检验方法； 

3.掌握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程序，结合与利用仿真

软件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4.理解志贺氏菌检验程序和方法； 

5.理解空肠弯曲菌检验程序和方法； 

6.理解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程序和方法； 

7.理解副溶血性弧菌检验程序和方法； 

8.掌握霉菌酵母菌计数方法并会对结果进行分析

与报告。 

1.利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 

2.实训：沙门氏菌检验

（包括仿真软件）； 

3.实训：大肠埃希氏菌

计数。 

4.实训：金黄色葡萄球

菌检验（包括仿真软

件）； 

5.实训：副溶血性弧菌

检验（仿真软件）； 

6.霉菌酵母菌计数。 

34 

5 

食品生

产环境

微生物

检验 

1.理解食品接触面及其微生物检验； 

2.掌握食品生产用水菌落总数测定； 

3.掌握食品生产用水总大肠菌群检验； 

4.理解食品生产用水耐热大肠菌群检验； 

5.理解食品生产用水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1.利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 

2.实训：食品生产用水

菌落总数测定； 

3.实训：食品生产用水

总大肠菌群检验。 

6 

6 

食品微

生物实

验室能

力验证

基本知

识 

1.理解“盲样”及能力验证的程序； 

2.会分析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 

3.能按照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完成相关检验指标

的检测。 

1.利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 

2.以“盲样”检测为例，

介绍能力验证的程序、

验证作业指导书。 

2 

 

六、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1．采用项目教学法，通过项目引导、任务驱动，形成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以活动项目为载体的教学模式，活动设计要符合学生能力水

平和教学需要，引导学生想学、乐学、会学。 

2．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探究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并



充分利用集体讲解、小组讨论、示范演示、答疑指导、分组训练等多种教学

形式，从学生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做中

学，学中做。 

3．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配合实物教学设备、多媒体教学课件、数

字化教学资源、仿真模拟软件等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二）评价方法 

根据本门课程实践性强、应用范围广、标准化程度高、具有强制性等特

点，实施多元化考核，采用过程考核、结果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案。 

（三）教学条件 

本课程应优先配置有关基本技能训练、验证性实验所需的实验实训设

备，如高压蒸汽灭菌锅、电子天平、恒温水浴锅、恒温培养箱、拍击式均质

器、漩涡振荡器、光学显微镜、超净工作台等实验所需要的设备、器材及试

剂、药品等。 

应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的设备开展实训教学工作。同时，应加强

食品微生物课程资源的开发，建立食品微生物检测中心，建立本课程多媒体

课程资源的数据库，实现校企、校际间食品微生物检验多媒体资源共享，以

提高食品微生物课程资源的利用率。 

（四）教材选编 

1．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或选用教材，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或活

页式教材。 

2．教材的编写既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又要结合动物防疫与检疫专

业发展趋势。 

3．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和实用性原则，侧重实践操作，要

将本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及时纳入教材，使之更加贴近



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