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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平台在研究生“高级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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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教学平台资源丰富，功能强大，越来越多地运用于高校教学。探索将网络教学平台

引入研究生“高级微生物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结果表明，“高级微生物学”网络教学平台激发了研

究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加了师生互动，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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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ich resources and powerful functions, the network-educational platform is 
increasingly used in universities teaching. In this paper, the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were 
applied to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Advanced Microbiology cours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eaching pattern aroused the students interests in studying, improved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ncrease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creased the students capability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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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教学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高

校的重视，成为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1]。网

络教学平台是慕课呈现多元化发展的产物之一[2]。

泛雅网络教学平台，整合了超星数据库的电子图

书、期刊、视频等资源，提供了教学互动、答疑、

移动测试和成绩查询等功能[3]。“高级微生物学”是

高等学校生物类及其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最重要学

位课程之一，知识点多、内容宽泛且晦涩难懂[4]。

“高级微生物学”是我校海洋生物学专业研究生的

专业学位课程，全英文授课，选用教材为 B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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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of Microorganisms第 14版[5]和 The Marine 

Microbiome[6]。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不足、课程相关资源不足、师生之间交流较少等

问题。为提高教学效果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探索“高

级微生物学”教学改革。 

1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高级微生物学”的课
程建设 

针对“高级微生物学”在我校教学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结合泛雅网络学习平台的特点，通过设

置特定目的的章节，利用平台资源从不同角度提高

课程建设质量。 

1.1  增设端正学习态度章节 

端正学习态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关键前提

之一，是关于是否想学好课程的问题。对待一门课

程的学习态度不同，学习效果大相径庭。没有端正

的学习态度，无论怎么进行教学改革、怎样变换教

学模式都无济于事。在网络课程建设中专门设置

一个章节，涵盖以下内容：统计中国海洋大学、上

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等国内著名海洋大学海

洋生物学优秀研究生论文与微生物的关联度，给出

上述与微生物相关的优秀研究生论文的链接，鼓励

学生阅览；罗列并鼓励学生检索国内外海洋生物学

专业著名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视频；添加

具体的实例，如加州大学圣迭戈全球健康研究所

Steffanie Strathdee 在丈夫金字塔感染超级细菌试

遍所有抗生素无效的情况下，尝试用噬菌体治愈了

丈夫的感染。 

1.2  运用平台资源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最大的动力，是最基础的学习动力

和源泉，是关于是否能学好课程的问题。教师充分

利用平台的文献、书籍和视频资源，多用形象、直

观、感染力强的图像和视频，在视觉、听觉、好奇

心、求知欲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以海洋微生物种类介绍为例，在教学文

件中加入颜色各异、形状多样的海洋微生物图片，

我国蛟龙号下潜海底热液口、国内外知名学者对于

海洋微生物研究的介绍等视频，国内外海洋微生物

数据库、全球著名海洋研究所的链接，以及知名学

者在 Nature、Science 等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提

供全球著名海洋研究机构分布，包括美国伍兹霍尔

海洋研究所、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法国海

洋开发研究院、俄罗斯 P.P.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

英国国家海洋中心、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等顶尖

的海洋研究机构，以及国内著名海洋研究所和大学

的链接。 

在海洋微生物天然产物开发章节，根据新颖天

然产物的获得策略，即通过活性追踪的指导从微生

物发酵液中纯化天然产物，然后进行化学分析，通

过化学方法对先导物进行改造、基因组发掘以及合

成生物学等将这一章分成 4节。将研究生随机分成

4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在平台上建设 1节网络课

程。在上课时，让 4个小组以“我们小组学习的天

然产物发现策略是最佳的”为题进行辩论，通过辩

论激发研究生的好胜心理，从而增加学习兴趣，

并对天然产物的不同获得策略的优缺点有较好的

掌握。 

1.3  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灵魂，如何培

养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是决定研究生培养

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网络平台提供足够的资源来

支撑学生对重点和难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可

自主的利用平台资源，特别是书籍和期刊去理解和

强化课程内容，包括利用平台资源深层次地掌握课

程的重点和难点，对于热点及较前沿的内容，不但

熟悉其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目前存在

的问题，以及有哪些国内外著名研究者在该领域中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平台讨论区，鼓励学生可以

在任意时间开展教学难点和研究热点的相关讨论，

在课上也给出充足时间，让学生准备 PPT 报告，

面对面展开讨论。激发学生从平台中查阅更多的文

献资料，并对资料进行认真的阅读、提炼和总结，

从而做出较精彩的 PPT 报告后参与讨论。学生对

各位研究者通过创新研究获得突破性成果的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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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中认识到创新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对

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有积极推动作用。 

1.4  提供学习资源，方便不同层次的研究生自

主学习 

研究生来自于课程设置有所差异的高校或专

业，生源不同导致研究生对微生物和海洋环境等相

关课程的基础知识的掌握差别较大。学生可以利用

平台提供的资源自主学习快速补充学习“高级微生

物学”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在课程的内容章节，每

一章前面提供基础微生物学及相关知识的链接，同

时鼓励研究生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数据库自己收

集相关资源，方便层级较低研究生通过平台中的书

籍、期刊、视频、课件等多种类型资源对微生物学

基础知识的掌握。另外，对于较难理解的知识点，

要提供足够的资源让学生去掌握和消化。这些知识

点往往是比较前沿的技术，比较抽象、深奥、难理

解且系统性较强。对于这类问题要找到该技术发表

的文章，特别是影响因子较高的综述性文章，学生

阅读原文后对知识点有较深刻的理解。 

1.5  通过平台加强师生互动 

师生互动可以适时的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及

时解决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提高课程

的学习效率。平台可以在电脑、手机、平板等移动

设备上使用，可以在不同的地点、灵活的时间进行

师生及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并把所学内容相

关的资料及时发布，使信息共享，提高网络资源的

利用效率。利用网络课程中整合有的讨论平台，在

学习网络课程的过程中开展讨论，将学习和讨论有

机结合，同步进行，提高学习效率。在上课的前一

周，发布上课所要讲授的难点，让研究生提前预习，

并相互讨论。如高通量测序技术在海洋微生物生态

学中的应用，让学生就这个知识点讨论，讨论高通

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历史、在海洋微生物生态上的应

用有哪些方面、得到了哪些研究成果。当研究生在

学习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也可以在讨论平台发起讨

论，在讨论过程中，加深参与讨论学生对知识点的

掌握。 

1.6  优化考核方式，成绩较准确反映学生知识

掌握情况 

客观准确地呈现学生对课程的掌握情况是学

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和评定的关键。传统教学中，作

业、课堂提问是检查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方式。成

绩评定多由平时成绩加上期末考试或课程论文的

成绩。在网络平台上，通过设置任务点、动态测评

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效果。进一步对学生学习的

时间、成绩、内容等全部成长过程进行完整的数据

记录，形成不同学生完整的学习档案。通过学习档

案，对学生平时任务点的完成情况，自学的时间，

平时测评和作业的成绩，做汇报的内容及成绩，讨

论积极性等做出综合测评，给出平时成绩，平时成

绩占总成绩的 50%。期末考试或者课程论文成绩

占总成绩的 50%，计算后获得最终成绩。这样获

得的成绩较为客观和公正。 

2  网络教学平台同传统课堂有机结合 

同传统教学方式相比，网络教学平台在教学中

具有资源丰富、便于互动、利于考核、可以随时随

地的学习等多方面的优点，但是不具传统教学方式

中集体听讲相互感染的气氛、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作

用、教师学生面对面交流解决问题的高效性以及教

师精彩讲解对学生的吸引力[7]。将网络教学作为传

统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同传统课堂结合则可以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有望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李

帅等对“生物学实验”进行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既

发挥了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

又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

性与创造性，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教学效果[8]。 

高级微生物学的网络教学平台同传统课堂的

结合从以下几个形式体现：(1) 要求学生在传统课

堂前通过网络平台学习课程，在学习过程中发现

不能掌握的知识点要在平台发起讨论；(2) 每次课

3学时，第 1个学时进行讨论、提问和课堂口头报

告(Oral presentation with powerpoint)，检查学生对

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如果有的学生在讨论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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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内容没有掌握，并且事先没有在讨论平台

提出讨论，在成绩评定中会给予减分，以此促进

研究生课前通过平台学习课程；(3) 针对学生对课

程的掌握情况，对课程进行 3 学时的讲解，对在

第 1 个学时进行讨论时发现研究生理解和掌握不

好的部分进行重点讲解。 

3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实践后的效果 

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实践后的效果体现在同行

教师评分和学生满意度调查两方面。从学院中选择

5名在教学方面获得教师和学生好评的教师，形成

课程督导组，对“高级微生物学”网络平台课程的不

同方面测评。结果见表 1，包括课程内容、内容设

计、资源扩展、网络教学平台同传统课堂的结合、

师生互动和成绩考核等 6 方面的得分均在 93.5 分

以上，总分为 96.3 分，属于优秀级别。督导教师

组一致认为“高级微生物学”网络教学平台在资源

扩展、考核方式和师生互动方面优势明显。 

在利用网络平台上课的研究生的问卷调查中，

约 30%的学生为比较满意，约 65%的学生为满意，

有 5%的学生为不太满意。本课程也成为了学校重

点支持建设的研究生课程，列为学校研究生核心课

程重点建设项目之一。95%的学生认为该方式激发

了自己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自己自主学习；95%

的学生认为课程提供的资源足够丰富；90%的学生

认为考核方式如实地反应了自己对课程的掌握程

度。在研究生对课程的反应意见总结中，有 1/3以

上的学生提出这种授课方式提高了自己自主学习

的能力，提高了自己的英语写作和听力水平。部分

学生认为通过课程的学习大大开阔了眼界，使自己

对科学研究的认识有了层次上的提升。有学生认为

培养了创造性思维，提高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开展

奠定了基础。不太满意的学生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

课程学时数少，要求增加学时数；英语授课增加了

课程的难度；任务点较多，学习课程花费时间较多。

“高级微生物学”教学改革已经申请并获得江苏省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的资助，在以后的教学改

革中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改进和提高。 

4  结语 

网络教学平台作为慕课发展多元化后的一种

新兴的教学模式，将其应用于研究生专业学位课程

“高级微生物学”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对教师授

课和学生学习都提出新的挑战。应用网络教学平台

进行课程建设，并和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探索与实践

表明：基于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的“高级微生物学”

课程得到了学生和同行教师的认可，显著的提高了

学生的成绩。另外，在开阔研究生的眼界，培养创

造性思维等方面值得关注。 

 
表 1  教师督导组对“高级微生物学”网络平台课程的评分 
Table 1  Evaluation of the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course of Advanced Microbiology by teaching supervision team 

项目 

Item 

分值 

Score 

平均得分 

Average score 

课程内容 Course content 20 18.7 

内容设计 Content design 20 19.3 

资源扩展 Resource extension 10 9.8 

网络教学平台同传统课堂的结合 Combination of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and traditional classroom 10 9.6 

师生互动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20 19.3 

成绩考核 Grade evaluation 20 19.6 

总分 Total score 100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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