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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研究生“医学分子微生物学”优质课程建设与实践 

卢曙光  胡晓梅  谭银玲  李明  胡福泉  饶贤才* 
(第三军医大学基础部微生物学教研室  重庆  400038) 

 
 

摘  要：针对医学院校研究生创新教育的需求，结合“医学分子微生物学”优质课程建设，阐述在

教学团队、教学内容、教材及网络资源等方面的改革与实践效果，为同类课程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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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 high-quality graduate course:  
Medical Molecular Micro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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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Colleg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needs for innovation education of 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Molecular Microbiology” course, the 
reform and effect of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team, teaching content, textbook, cyber sourc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graduate high-quality cours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similar cour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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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分子微生物学是医学微生物学的分支学

科，强调利用基因敲除、基因编辑及高通量测序等

技术从分子水平和基因表达调控网络角度去阐释

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性状、致病

性、免疫性、实验室诊断及特异性预防等。医学分

子微生物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提出微生物分类与鉴

定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从分子水平研究新现和再现

病原微生物的鉴定与致病机制、研发新的快速诊断

方法和及时有效的防治手段。医学分子微生物学是

医学微生物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医学分子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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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进行优质课程建设对医学院校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在医学院校研究生创新教

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建设历史沿革 

我校基础部微生物学教研室在本科生中开展

医学微生物学教学的基础上，于 1992 年在研究生

中推出“分子微生物学”课程，并于 1995 年由俞树荣

教授领衔编写了“分子微生物学讲义”。2008 年，我

校对研究生课程进行了规范，将原先的“分子微生物

学”更名为“医学分子微生物学”，重点突出医学相关

重要病原微生物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进展及其应用

知识传授，制定了教学大纲，遴选了教学内容，制

定了课程建设规划，确定理论教学 50 学时，在我校

硕士研究生中作为基础必修课开设。2010 年，我校

对研究生课程进行深化改革，本着“减课程、减学时、

减活动”的“三减”改革思路，“医学分子微生物学”

调整为 30 学时，仍作为基础必修课开设。目的是

使研究生既能了解医学分子微生物学领域的最新

进展、发展趋势，又能了解我校医学分子微生物学

的研究状况，为其学位论文工作奠定基础。2015 年

开始，本课程在重庆市教委的政策及经费支持下，

继续深入建设与改革，于 2017 年建成重庆市研究

生教育优质课程。 

2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建设思路、目标
及教学理念 

2.1  建设思路 

为充分反映医学分子微生物学领域的最新进

展、发展趋势及我校医学分子微生物学的研究进

展，本课程精心选择能够反映医学分子微生物学发

展的热点与焦点领域的内容实施教学。课程内容既

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章，覆盖医学分子微生物学的各

主要分支，力图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并增强其对科

学前沿的适应能力，促进基础生物学科及其相关专

业人才的培养。 

2.2  建设目标 

以医学微生物学课程内容为主体，对分子微生

物学各分支的最新理论和技术进行拓展，引进国内

外分子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技术、新发展，

注重传统经典内容与现代内容的有机结合。准确把

握课程内容的基础性与先进性，以硕士研究生为学

习的主体，开阔学生的视野，着力培养学生创新进

取、获取新知识和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理论和技

术的介绍，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自主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适应性强的创新型人才。 

通过理论教学，使“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成

为全校研究生了解医学分子微生物学领域最新进

展和我校医学分子微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受学生欢

迎的核心骨干课程，帮助学生从分子角度阐述微生

物的基本特性、重要生物学特征，推演微生物致病

与耐药的分子机制，从分子水平理解微生物与宿主

的相互作用，为控制微生物感染确立新的分子靶

标，促进医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2.3  教学理念 

在微生物学内容遴选和组织教学中，突出“医

学”和“分子”，前者体现注重领域，后者强调考察水

平和角度，在此基础上密切结合学科发展前沿；与

其他前沿学科如分子药理学、免疫基础与免疫病

理、合成生物学等既有机联系，又互有区别和重点；

进行医学分子微生物学前沿内容的教学，迅速提高

临床医学研究生及药学、生物技术、预防医学、临

床检验诊断学等专业领域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具体

表现在从分子水平去理解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机制、

形态结构变异、耐药性发生及免疫刺激作用，促进

创新型学科人才培养。 

3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建设内容与成果 

3.1  教学团队建设 

教学团队建设是课程建设的灵魂，建成高素

质的师资队伍是一门优质课程建设成功的关键所

在[1-2]。在医学微生物学创新型教学团队建设[3]的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教师团队结构，并邀请外单位专

家加入；安排教学团队中的中青年教员参加西南大

学的教师岗前培训[4]和本校的骨干教师英语教学能

力培训，全面提高团队中青年教员的综合素质和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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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水平，最终建成一支有活力、独立科研能力强、

教学水平高的 12 人“医学分子微生物学”创新型教

学团队。 

在教学团队中，既有国内、军内知名的专家教

授，又有在国内、军内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专家教授，

还有日益成熟的青年教员。教学团队有教授 6 名、

副教授 4 名、讲师 2 名；全部具有博士学位，都独

立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博士生导师 5 人，

硕士生导师 3 人(图 1)。本教学团队具有高职称、高

学历、高学术水平的“三高”特点，其中 7 人有出国

留学经历，以中青年教师为核心，老中青结合、知

识结构与年龄结构年轻化，爱岗敬业，团结合作。

同时，本课程组坚持教学和科研相结合，以教学培

育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带动教师队伍建设迈上

新台阶。 

3.2  教学内容改革 

教学内容是一门课程的核心。“医学分子微生

物学”课程的内容体系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革，已

逐渐稳定，包括基础理论进展和前沿知识两大模

块，这两部分内容并非孤立和相互独立，而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都体现在教学内容中。为适

应新时期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对研究生教育前沿

课程“医学分子微生物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与时俱

进的改革，努力使之与该领域的前沿进展相结合。

完善了教学大纲、教学课件、参考文献等课程建设

基本要素，将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与机体的模式识

别；微生物群落与宿主相互作用；细菌的免疫系统、

分泌系统、毒力系统、生物钟系统、生物波系统、

纳管系统、膜囊泡系统等的构成及其意义；细菌群

体感应系统和群体行为；病毒工厂和病毒与宿主相

互作用的分子基础等方面知识引进课堂(表 1)。在总

学时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优化了教学内容，教师随

之改进教学方法手段，融入以问题为牵引的讨论式

教学[5]和文献导读[6]等，紧抓重点与前沿，进而提

高了课堂教学质量，提升了教学效果。 

3.3  教材编写 

教材是教学之本，也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7]。

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2013 年，由本课程负责

人饶贤才教授牵头，联合我室的教学骨干以及邀请

我校检验系、药学院、重庆医科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美国加州大学、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等国内、

外从事分子微生物学相关内容研究的学者组成编

写组，主编并出版了《分子微生物学前沿》(科学出

版社出版)[8]。本教材的内容全部来自最新前沿文

献，体现了新、广、深的特点，主要内容包括：微

生物分类、命名和鉴定领域的新进展；微生物抗不

利环境的分子基础；微生物的基因水平转移与适应

性进化；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与机体的模式识别；

微生物群落与宿主相互作用；细菌的免疫系统、分

泌系统、毒力系统、生物钟系统、生物波系统、纳

管系统、膜囊泡系统等的构成及其意义；细菌群体

感应系统和群体行为；病毒工厂和病毒与宿主相互 
 

 
图 1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教学团队结构 
Figure 1  Teaching team structure of Medical Molecular Microbiolog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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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教学内容 
Table 1  Teaching contents of Medical Molecular 
Microbiology course 

课次 

Class 
number 

内容 

Contents 

学时 

Class 
hours 

1 微生物分类与鉴定新进展 2 

2 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与机体的模式识别 2 

3 细菌的分泌系统 2 

4 细菌毒力因子的发现与鉴定 2 

5 细菌的耐药机制 3 

6 微生物抗不利环境的分子基础 2 

7 微生物生物钟系统 2 

8 微生物群体感应系统 3 

9 细菌的免疫系统 3 

10 微生物基因水平转移 3 

11 病毒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的分子基础 3 

12 考试 3 

合计 Total 30 

 

作用的分子基础等方面，进一步推动医学分子微生

物学的教学与实践。 

3.4  课程网络资源建设 

教学组所依托的学科教学网站(校内网址：

http://202.202.226.151:8001/)含课程导航、网络课程、

教学资料库、学习论坛等内容，以及视频 512 段，

图片 1 680 幅，教材 3 部，思考题 1 820 道，并定

期更新国际顶级期刊最新微生物学相关进展。这些

网络资源对学员的课后复习、知识拓展起到积极作

用，已成为医学分子微生物学教学的重要平台。在

教学网站的基础之上，我们还专门为“医学分子微

生物学”开设专栏(校内网址：http://10.10.188.175/)，

其中既有对本门课程教学团队、课程标准、大纲及

实施计划的详细介绍，更有全套教学 PPT、全套教

学录像及《科学快报》等供研究生参考学习，已成

为“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教学的有效辅助工具。 

本课程涉及的最新前沿进展均发表在《科学》、

《自然》、《细胞》、《新英格兰杂志》、《柳叶刀》、《转

化医学杂志》等国际顶级杂志上。“医学分子微生

物学”教学团队参与编译每月两期的《科学快报》，

对最新出版的杂志内容进行摘要翻译，编写导读，

同时对我校发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进行报道，将生

物医学顶尖科研成果(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等)

最新前沿科技热点信息传递到每位研究生的案头和

实验台旁，促进科研前沿信息的传播，与课堂教学形

成了有益补充。 

4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建设与实践效果 

4.1  课程实践性强，效果明显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除了是一门基础性很强的

理论学科，同时还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学科。

分子微生物学技术不仅是生物学科发展的重要技

术平台，也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技术平台。

本课程以转座子及其应用、基因敲除技术及其应用

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等 3 种重要的分子微生物学技术

为核心介绍分子微生物学技术的进展。而在相应的

学科领域，授课教授也正在利用这些技术从事相关

研究。因此，有兴趣的学生还可在课余到实验室与

教师一起交流和探讨，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为研

究生进行科学研究、完成学业提供了基础保障。 

4.2  课程建设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我们在教学中注重人文传授，曾在课程建设期

间(2015–2017 年)推出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重

庆第一届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王良的事迹，并总结发

表相关 SCI (科学引文索引)教学论文 1 篇[9]；设计

分子微生物学实验，让有兴趣的学生参与研究，并据

此撰写 SCI 教学论文 1 篇[10]；期间还发表相关中文

教学论文 12 篇。此外，学习本课程的研究生发表了

近 20 篇分子微生物学相关研究论文，表明本课程建

设对研究生的学习与成长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从 2011 年开始，本课程教学组每年利用重庆

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契机，举办重庆市研究生微生

物学论坛，让研究生成为交流的主角。在我校开设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的基础上，带动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各级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教学医院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和研

究生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受益面广泛。在培养高

素质的年轻科研工作者队伍、促进重庆市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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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3  校内专家及学员的评价 

校教学督导组对本课程主要任课教师的评价：

教学态度认真，备课充分，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

实用性强，案例分析恰当，重点突出，层次清楚，

注意启发和讨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课堂气氛活

跃，注重学科的最新进展，教学督导评教优良率

100%。教学组申报了校级教学成果，以“医学微生

物学科研成果转化教学的改革与实践”为题，对学

科各方面的创新工作进行总结，经过各级专家组的

遴选和严格评审，最终获得 2016 年度校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学生在评教评学中对本课程主要任课教

师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学生普遍反映教学组教师

上课认真，学风严谨，认真负责，授课深入浅出，

清楚易懂，教学手段丰富，授课形象生动，启发性

强，能够提高学习兴趣。98%的学生认为微生物多

媒体网络教学形象直观，易于理解记忆。 

5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课程建设展望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作为重要的新兴交叉学

科，其课程不仅服务于医学相关的各学科领域，同

时也为生物学科及其相关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支

撑，所培养的学生涵盖了医学、药学、生物技术、

临床检验诊断学等多个学科专业门类。据调研，国

内多所高校也开设有研究生分子微生物学相关课

程，但其内容相对分散、单一。“医学分子微生物

学”利用学科为重庆市及全国专业学会挂靠单位的

优势，通过一届又一届毕业学生的不懈努力，逐步

形成以第三军医大学为核心，辐射至全军后勤卫生

的各条战线及重庆市的医疗卫生事业与生物技术

产业等多个行业。目前，本校研究生“医学分子微

生物学”课程只有理论课，暂未安排实践教学。考

虑到本课程的长远发展及进一步增强研究生培养

效果的需要，今后将在理论教学基础上，以研究生

创新实验项目、开放实验课题等方式开展本课程的

实践教学。分子微生物学领域科研进展日新月异，

本课程教学内容必须不断更新、紧跟前沿，相应的

课程建设与实践也需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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