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创新工作室建设实施方案（试行稿）

创新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创新工作室，是打造职业教育品牌、

培养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重要举措。经学院研究决定，化学工程系食品加工技

术专业成立食品创新工作室，并要以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建立创新教育工作制度，

构建创新教育课程体系，培养创新型师资，提高创新教育基础能力，致力于学生

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将创新教育贯穿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并通

过创新工作室平台，促进学生创业工作的开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

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食品创新工作室的要求

1.食品创新工作室有独立的工作场所，设在南校区 9-501 室。

2.食品创新工作室要配备办公桌椅、文件柜、展示台、电脑、打印机、有关

设备仪器等必要的设施设备。

3.食品创新工作室可以以负责人的姓名加上创新项目名称来命名。学校举行

挂牌仪式。

4.学校需要每年提供食品创新工作室工作经费，主要用于项目研发、师生创

新实践和创新大赛、创新教育和培训、校企合作等活动。

二、食品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及其成员条件

1.负责人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师德高尚，乐于奉献；精通职业教育，勤于钻研，勇

于开拓，善于创新；实践经验丰富，具备较强的项目开发能力和较高的职业技能；

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组织协调能力。

（2）曾经组织和指导学生或本人在省、市创新大赛技能大赛获奖。

（3）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管理能力和经验。



（4）有产、教、研结合的成果或发明专利。

2.成员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专业思想稳固，专业基础扎实，专业技能较高，肯吃

苦、善钻研、会创新，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教师。

(2)学校专业（学科）骨干教师或重点培养的年轻教师。

(3)有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市级以上创新大赛技能大赛的经历。

（4）按专业大类选择，一般不超过 3人。

三、食品创新工作室的主要职责

1.负责制订食品创新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2.项目负责人要指导学生开展创新项目（作品）的立项、研发、专利申请

和成果转化。在充分发挥群体智慧的基础上，根据工作室成员的专业特长和研究

方向，实行项目负责制。

3.原则上每三年为一个工作周期。工作期内，创新教育、教育实践和创新

大赛等成果应以课程、专利、论文、研讨会、报告会、现场会、讲座等形式在校、

省市范围内推介。

基本要求为：

（1）组织食品专业学生的创新培训，每学期不少于 1次，培训人数不低于食

品专业学生数的 80％（新生全覆盖）。

（2）组织参加市级、省级及校级创新创业大赛，完成学校下达的任务。

（3）建立各专业创新活动兴趣小组（10-20 人），开展各种小发明、小创造

等创新竞赛活动。



（4）完成创新作品不少于 10 件，其中有 3件以上作品参加市省创新大赛，

至少 1件获奖。

（5）负责创新作品的研发、推广以及专利申请和保护。

（6）每年举办一次全校性的食品创新作品展。

（7）与企业或高校合作，建立 1个以上创业实践基地。

（8）工作期内，以工作室为单位主持 1个区市级以上课题研究工作；或者论

文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 1篇以上。

四、食品创新工作室的管理

1.根据实际情况，食品创新工作室归口系部管理，接受教务处指导、考核。

2.食品创新工作室有有明确的工作目标、任务、职责等方面要的规定和要

求。

3.创新工作室要做好相关档案管理工作。

五、食品创新工作室实施方案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试行。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

2015 年 7 月 20 日



附件 1

1.工作室负责老师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年 龄 专业（学科）

职 务 所在系部

职 称 联系电话

主要荣誉

（省级以

上）

时间 名 称 颁奖单位

出版专著或

核心（权威

）期刊发表

论文以及创

新大赛获奖

情况

时间 名 称
出版社名或发

奖单位

研究项目

（包括专

利）

项目名称
级

别

备注：成果较多时可以另外附页。出版专著及论文发表必须是个人独著。



附件 2

2.工作室指导老师基本情况

序号 姓 名 单位职务 年龄 系部 联系方式

1

职 称 专业（学科） 骨干称号（填写最高级别）

省级以上主

要荣誉

序号 姓 名 单位职务 年龄 所系部 联系方式

2

职 称 专业（学科） 骨干称号（填写最高级别）

区级以上主

要荣誉

序号 姓 名 单位职务 年龄 所系部 联系方式

3

职 称 专业（学科） 骨干称号（填写最高级别）

省级以上主

要荣誉

备注：成员限 2-3 人。



附件 3

附表 3 食品创新工作室考核表（20 年度）

基本要求

20

项目 计划 5总结 5 过程性管理 5
过程性材料 5 总 得

分

基 本 情

况

得分

创新教育、

教育实践

30 分

时间 地

点

内容 对象 总得分

课 题 或

论文

10 分

题 目 获何奖
何处发表

评审
时间

发明、专

利 10 分

名称

编号级别等 得分

创新大赛

30 分

竞赛项目 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得分

考评意见及总分

备注：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栏目。



附件 1

1.工作室负责老师基本情况

姓 名 孙国勇 性 别 男

年 龄 34 专业（学科） 食品加工技术

职 务 教师 所在系部 化学工程系

职 称 讲师 联系电话 0668-2920394

主要荣誉

（省级以

上）

时间 名 称 颁奖单位

2013.11 首届化工类中青年教师说课技能竞赛三等

奖

广东省高职教育化

工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13.03

2015.01

2012年广东省高校学生工作先进个人

/2014年度广东省高校资助工作先进个人

广东省高等学校学

生工作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学生

助学管理中心

出版专著或

核心（权威

）期刊发表

论文以及创

新大赛获奖

情况

时间 名 称
出版社名或发

奖单位

2013.01

广东省教育厅“立志、修身、博学、

报国”主题系列教育活动之“凝练核

心价值，创建精神家园，大学生优秀

社区文化”PPT大赛二等奖（指导学生

获奖）

广东省教育厅

2013.01 虾酱发酵技术及研究进展 中国调味品

2012.10 糯米籺的加工技术及研究进展 粮油加工

2015.01 有机化学 科学出版社

研究项目

（包括专

利）

项目名称 级别

龙眼核、龙眼壳中黄酮类物质的分离提取

（201364）
市级

深薯糕保质期研究（茂职院[2015]23 号）
校级

备注：成果较多时可以另外附页。出版专著及论文发表必须是个人独著。



附件 2

2.工作室指导老师基本情况

序号 姓 名 单位职务 年龄 系部 联系方式

1

张榕欣 食品教研室主任 49 化学工程系 13929726239

职 称 专业（学科） 骨干称号（填写最高级别）

副教授 食品科学技术 茂名市教育系统名教师

省级以上主

要荣誉

1、全国轻工职业教育化工类专业第一届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2、首届全国食品营养与安全检测高职院校在校生技能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3、广东省生化技能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4、主编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一部。

序号 姓 名 单位职务 年龄 所系部 联系方式

2

左映平 专任教师 34 化学工程系 13437550524

职 称 专业（学科） 骨干称号（填写最高级别）

讲师 食品营养与

检测

2011 年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省级以上主

要荣誉

2011 年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序号 姓 名 单位职务 年龄 所系部 联系方式

3

职 称 专业（学科） 骨干称号（填写最高级别）

省级以上主

要荣誉

备注：成员限 2-3 人。



食品创新工作室 2016 年工作计划

食品创新工作室围绕学院“修德 强技 求实 创新”校训，坚持“质

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办学理念，确立“知识+技

能+特长”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树立“职业决定未来，技术创造辉

煌”和“用脑指挥手”的高职教育观，结合本工作室的特色，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2016年将开展以下工作。

一、加强科研工作，进一步提升科研学术水平

积极申报省级、市级、校级课题，同时对工作室教师承担的科研

项目加大力度研究。加强科研项目各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在教师申报

各类项目时，食品创新工作室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支持，对项目进

行全过程无间隙的指导、服务，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与完成。

1.加强科研信息服务。科研信息或科研情报对于科研是相当重要

的。及时通过网络、会议、交流等形式将省市及学院科研政策、科研

立项、鉴定、报奖、专利、推广等有关内容通知到每个教师。

2.积极申请市级科研项目 1～2项，校级教科研项目 1-2项；开展

技术服务项目 1项。

二、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改革

根据李院长要求和教务处安排，食品创新工作室遵循“知识+技能

+特长”的高职人才培养指导思想，认真做好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工

作。坚持以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做好教育厅教研项目刘影主持的

《高职院校三段式校外实习质量监控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以食品

营养与检测专业为例》、左映平主持的《建设多维实践平台促进学生

创新能力提升——以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为例》后续开展工作。

三、依托科研项目、大赛等，做好学生的创新创业培养工作



依托孙国勇老师的院级项目《深薯糕保质期研究》，2016年广东

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培养学生综合

学习能力，创新和创业能力，为广大的学生提供实验实践创新平台。

另外，通过指导学生参加广东省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广东省分赛比赛,培养学生初步的实验设计中的创新精

神，分工合作的社会精神，学会在集体中协调配合，使其具有创新意

识、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



食品创新工作室 2016 年工作总结

2016 年，食品创新工作室围绕学院 “修德 强技 求实 创新”校

训，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办学理念，确

立“知识+技能+特长”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工作室专业的特

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

计划顺利开展。

一、积极组织和参加教研室活动

食品创新工作室积极讨论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修改教学体系、探

讨新专业的发展方向与建设规划。11月份，创新工作室全体指导老

师进行了全体说课活动，每位教师就本学期所授课程进行 15分钟说

课，PPT展示；说完课，大家又围绕“如何把控课堂节奏，调动同学

们的学习积极性”等主题进行教学经验交流。

二、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国家省市及学校组织的各类比赛

4月 25日，首届全国食品营养与安全检测技能大赛在北京举行，

由张榕欣老师指导的 14食品专业施佳丽同学获得营养素检测赛项的

银奖，刘影老师指导的 14应化专业李晓君同学获得农药残留检测赛

项的银奖，甘钊生老师指导的 14食品专业吴思慧同学获得微生物检

测赛项的银奖。

6月，孙国勇、左映平指导郑晓丹、黄梓填、邓小婷等 5名学生

参加广东省“挑战杯 彩虹人生”获三等奖。

6月 3日，张榕欣老师指导的曾庆辉、林慕玲、曾燕杏同学设计

的“大豆酸奶的工艺研究及感官评价”参加 2016年第九届广东大学生



生物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决赛获得二等奖。

12月份，食品创新工作室指导院营养协会，在文明北校区开展

了为期一个月的“健康校园，健康中国”的营养科普月活动，活动由健

康讲座、现场营养咨询、手抄报、征文等系列活动组成，通过活动提

高同学们的健康意识，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在同学们有

较好的影响。

通过技能大赛，不仅提高了学生实践操作技能，也促进院校师生

之间友谊与交流，与其它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使得我院学子

在外拥有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同时也向兄弟院校展示我院学子的风

采。

三、积极申报教科研课题

左映平老师申报科研课题《茂名特色食品“籺”的工业化研究》获

得茂名市科技计划立项，与广东源丰食品有限公司签订横向课题《高

州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工艺研究》，获得 2万元项目资金。孙国勇老

师与广东源丰食品有限公司签订横向课题《以淮山为主要原料系列产

品的开发》，获得 2万元项目资金。

食品创新工作室教师共发表论文 7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 1篇。

四、积极进修，提升自己能力

左映平老师参加了广东捷讯职业培训学院西式面点师的培训，并

通过了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举行的西式面点师（高级）职业技能

鉴定。



食品创新工作室 2017 年工作计划

食品创新工作室围绕学院“修德 强技 求实 创新”校训，坚持“质

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办学理念，确立“价值观+

知识+技能”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树立“职业决定未来，技术创造

辉煌”和“用脑指挥手”的高职教育观，结合本工作室的特色，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2017年将开展以下工作。

一、加强科研工作，进一步提升科研学术水平

积极申报省级、市级、校级课题，同时对工作室教师承担的科研

项目加大力度研究。加强科研项目各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在教师申报

各类项目时，食品创新工作室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支持，对项目进

行全过程无间隙的指导、服务，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与完成。

1.加强科研信息服务。科研信息或科研情报对于科研是相当重要

的。及时通过网络、会议、交流等形式将省市及学院科研政策、科研

立项、鉴定、报奖、专利、推广等有关内容通知到每个教师。

2.积极申请市级科研项目 1～2项，校级教科研项目 1-2项；开展

技术服务项目 1项。

二、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改革

根据张院长要求和教务处安排，食品创新工作室遵循“价值观+

知识+技能”的高职人才培养指导思想，认真做好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

工作。坚持以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做好教育厅教研项目刘影主持

的《高职院校三段式校外实习质量监控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以食

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为例》、左映平主持的《建设多维实践平台促进学

生创新能力提升——以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为例》后续开展工作。

三、依托科研项目、大赛等，做好学生的创新创业培养工作



做好孙国勇老师的院级项目《深薯糕保质期研究》结题工作，依

托市级、校级课题以及 2017年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充分

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培养学生综合学习能力，创新和创业能力，为广

大的学生提供实验实践创新平台。

另外，通过指导学生参加广东省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广东省分赛比赛，培养学生初步的实验设计中的创新精

神，分工合作的社会精神，学会在集体中协调配合，使其具有创新意

识、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

四、筹建“SWEET”烘焙坊创业实践基地



食品创新工作室 2017 年工作总结

2017年，食品创新工作室秉承学院“修德 强技 求实 创新”校训，

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实施

“价值观+知识+技能”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结合专业特色，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为重点，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学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各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各项工作任务全

面完成，各项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现总结如下：

一、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国家省市及学校组织的各类比赛

由孙国勇老师指导，2015级胡锦庞、赵明丽、谢基海同学参加

的生物化学实验创新项目“利用石莼、肉桂提取液制备复合涂膜保鲜

液及保鲜效果评价”获得高职高专组二等奖。左映平老师指导学生参

加全国食品营养与安全检测大赛获得三等奖。

通过技能大赛，不仅提高了学生实践操作技能，也促进院校师生

之间友谊与交流，与其它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使得我院学子

在外拥有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同时也向兄弟院校展示我院学子的风

采。

二、积极做好教科研课题完成工作

孙国勇老师主持的院级项目《深薯糕保质期研究》顺利结题，发

表论文《淮山年糕加工技术及研究进展》一篇，入选 2017年度广东

省省级农业科技特派员入库名单，申报成功 2017年茂名市科技计划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专项资金项目，指导学生科技

创新培育项目 1项。积极建设茂名市烘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张榕欣申报学院级重点教研项目一项《混合制二级学院办学模式

下的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思考与实践》。

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左映平老师科研课题《茂名特色食品“籺”的工

业化研究》、《高州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工艺研究》，孙国勇老师横

向课题《以淮山为主要原料系列产品的开发》。

食品创新工作室教师共发表论文 2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 1篇。

三、积极参与市食品行业协会工作，提升自己能力

与茂名市食品行业协会合作，申报了茂名市食品行业协会食品安

全管理员培训考试机构，食品创新工作室有两位老师由行业协会出资

参加了省食品药品监督局举行的食品安全管理员师资培训。

张榕欣老师评为“茂名市优秀党员”，并获得“茂名市名教师”荣誉

称号。

四、“SWEET”烘焙坊成立

食品创新工作室 Sweet烘焙坊主要用于食品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

教学，是化学工程系第一次由学生主导、参与的校内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期待从这里出发，培养一批批懂理论、熟操作的烘焙行业的专才，并努

力将食品创新工作室烘焙坊打造成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工作的一面旗

帜。



食品创新工作室 2018 年工作计划

食品创新工作室围绕学院“修德 强技 求实 创新”校训，坚持“质

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办学理念，确立“价值观+

知识+技能+创新”四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树立“职业决定未来，技术

创造辉煌”和“用脑指挥手”的高职教育观，结合本工作室的特色，以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2018年将开展以下工作。

一、加强科研工作，进一步提升科研学术水平

积极申报省级、市级、校级课题，同时对工作室教师承担的科研

项目加大力度研究。加强科研项目各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在教师申报

各类项目时，食品创新工作室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支持，对项目进

行全过程无间隙的指导、服务，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与完成。

1.加强科研信息服务。科研信息或科研情报对于科研是相当重要

的。及时通过网络、会议、交流等形式将省市及学院科研政策、科研

立项、鉴定、报奖、专利、推广等有关内容通知到每个教师。

2.积极申请市级科研项目 1～2项，校级教科研项目 1-2项；开展

技术服务项目 1项。

二、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改革

根据李院长要求和教务处安排，食品创新工作室遵循“价值观+

知识+技能+创新”的高职人才培养指导思想，认真做好人才培养方案

的制订工作。坚持以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做好教育厅教研项目刘

影主持的《高职院校三段式校外实习质量监控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以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为例》、左映平主持的《建设多维实践平台

促进学生创新能力提升——以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为例》结题工作。

三、做好“SWEET”烘焙坊的管理工作

通过修订激励措施，鼓励“SWEET”烘焙坊成员大胆创新，积



极开展创业实践，业绩要稳定在每日 300元以上。

四、依托科研项目、大赛等，做好学生的创新创业培养工作

依托市级、校级课题以及 2018年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

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培养学生综合学习能力，创新和创业能力，

为广大的学生提供实验实践创新平台。

另外，通过指导学生参加广东省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广东省分赛比赛,培养学生初步的实验设计中的创新精

神，分工合作的社会精神，学会在集体中协调配合，使其具有创新意

识、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



食品创新工作室 2018 年工作总结

2018年，食品创新工作室秉承学院“修德 强技 求实 创新”校训，

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实施

“价值观+知识+技能+创新”四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结合专业特色，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为重点，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

开展，在学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各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各项工作

任务全面完成，各项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现总结如下：

一、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国家省市及学校组织的各类比赛

3月，学生陈梅艳同学申报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淮山戚

风保健蛋糕配方优化及工艺研究”（指导老师：孙国勇）获得立项，

经费 2万元。

5月，第八届全国职业技术院校在校生创意西点技术大赛决赛在

上海举行，在孙国勇、左映平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黄沛华同学参赛作

品《奋斗》获得了铜奖。

6月，孙国勇、党良老师指导张淇涵、刘聪参加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赛项（高职组）获得三等奖。

10月，2018年全国高职院校食品营养与安全检测大赛在广东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学生王惠娴参加赛项“微生物检测”（指导老师：

甘钊生）获得一等奖、学生刘聪参加赛项“营养素检测”（指导老师：

孙国勇）获得一、二等奖。

11月，孙国勇、左映平两位老师指导冯东琳、梁芷乔两位同学

参加第二届“安琪酵母杯”全国职业院校在校生创意面包大赛获得优



秀奖，两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

通过技能大赛，不仅提高了学生实践操作技能，也促进院校师生

之间友谊与交流，与其它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使得我院学子

在外拥有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同时也向兄弟院校展示我院学子的风

采。

二、积极做好教科研课题完成工作

侯红瑞老师主持的知母多糖的提取分离及降血糖作用机制研究，

车桂珍老师主持的茂名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安全与健康教育科普基地

建设获得校级立项。

刘影老师获得学院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三等奖。院级教研项目

《多维实践教学平台在高职院校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中的应用——以

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为例》顺利结题。《食品检验实训基地》项目进

入省级评审（认定）中。

孙国勇老师主持的市级项目《龙眼核、龙眼壳中黄酮类物质的分

离提取》、左映平老师主持的市级项目《茂名特色食品 “籺”的工业

化 研究》、侯红瑞老师主持的市级课题《高良姜中黄酮类化合物的

分 离纯化及药物 特性研究 》顺利结题，工作室老师发表论文 7篇，

北大中文核心 1篇。

孙国勇申报省级教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以茂名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创新工作室

“SWEET”烘焙坊为例》，指导陈梅艳等 7 名同学申报广东省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互联网+食品创新工作室“SWEET”烘焙坊》。



三、积极参加社会工作

与茂名市食品行业协会合作，食品创新工作室孙国勇、张榕欣两

位老师开展茂名市食品、餐饮行业食品安全员培训工作。

四、“SWEET”烘焙坊业绩提升

2018年，“SWEET”烘焙坊管理步入正轨，并招聘了 2018级学

生实践，形成了创业梯队，业绩也稳定在平均每日 500元以上，初步

达成 2018年的目标。



食品创新工作室 2019 年工作计划

食品创新工作室围绕学院“修德 强技 求实 创新”校训，坚持“质

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办学理念，确立“价值观+

知识+技能+创新”四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树立“职业决定未来，技术

创造辉煌”和“用脑指挥手”的高职教育观，结合本工作室的特色，以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2019年将开展以下工作。

一、加强科研工作，进一步提升科研学术水平

积极申报省级、市级、校级课题，同时对工作室教师承担的科研

项目加大力度研究。加强科研项目各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在教师申报

各类项目时，食品创新工作室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支持，对项目进

行全过程无间隙的指导、服务，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与完成。

1.加强科研信息服务。科研信息或科研情报对于科研是相当重要

的。及时通过网络、会议、交流等形式将省市及学院科研政策、科研

立项、鉴定、报奖、专利、推广等有关内容通知到每个教师。

2.积极申请省教改项目 1 项，市级科研项目 1～2 项，校级教科

研项目 1-2项；开展技术服务项目 1项。

二、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改革

根据张院长要求和教务处安排，食品创新工作室遵循“价值观+

知识+技能+创新”的高职人才培养指导思想，认真做好人才培养方案

的制订工作。坚持以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做好教育厅教研项目的

申报工作。

三、做好“SWEET”烘焙坊的管理工作

不断修订激励措施，鼓励“SWEET”烘焙坊成员大胆创新，积

极开展创业实践，业绩要稳定在每日 500元以上。

三、依托科研项目、大赛等，做好学生的创新创业培养工作



依托市级、校级课题以及 2019年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

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培养学生综合学习能力，创新和创业能力，

为广大的学生提供实验实践创新平台。

另外，通过指导学生参加广东省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广东省分赛、西点创意大赛、面包创意大赛等比赛,培

养学生初步的实验设计中的创新精神，分工合作的社会精神，学会在

集体中协调配合，使其具有创新意识、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


	食品创新工作室教师共发表论文7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1篇。
	食品创新工作室教师共发表论文2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