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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综合性大学“兽医微生物学”教学探究与思考 

严亚贤  王恒安  程玉强  孙建和* 
(上海市兽医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兽医微生物学”是动物医学及相关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为了培养具有创新性的

高素质人才，我们在“兽医微生物学”的教学中进行了改革探究。分别从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

考核制度入手，由教师授课为主转变为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并将多种教学方法灵活地融入到各

个知识点，同时实行知识和能力的全过程综合考核制度，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发掘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改变学生重结果

轻过程的不良学习态度。实践结果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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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the teaching of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in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YAN Ya-Xian  WANG Heng-An  CHENG Yu-Qiang  SUN Jian-He*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Veterinary Biotechnology,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Biolog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courses in veterinary medicine 
related majors.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high-quality talents, we have carried ou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The reform was started with the teaching idea, teaching 
mode, and the examination system. The teaching-centered lectures have been turned to guiding 
student to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Furthermore,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were integrated flexibly 
into each knowledge point, and the whole process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system was 
implemented to test both knowledge and ability. By putting these into practice, students’ initiative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learning interests were aroused, and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as well as practical ability were cultivated. The reform has changed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 learning that focusing on results rather than process. The practice has 
showed positive outcome on teaching efficiency, suggesting the transform is worth popularizing. 

Keywords: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idea, Teaching mod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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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科技创新将成为引领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主导力量，创新人才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

的焦点。高校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又是知识创

新的源头，那么高校如何在知识创新过程中培养

出优秀人才？这是教育界亟待解答的关键性宏观

问题。落实到具体的任课教师和具体的课程教

学，这将演化为一个关键性的实践问题。作为在

一线教学岗位从事本科教学的专业课教师，我们

对教学中的改革探究和遇到的困惑进行阐述，以

期提高“兽医微生物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在创新型

人才培养中发挥引领作用。 

“兽医微生物学”是动物医学、动物科学等专业

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学生学习本专业后续课程

的桥梁，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课程主要讲授与

动物医学相关的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

机制、防疫措施以及特异性诊断等[1]，知识点已经

广泛渗透到动物医学、动物科学、食品安全、生

态环境等相关学科，对动物疾病、食源性人兽共

患病原的诊断、预防、治疗等具有重要意义。该

课程不仅要满足应用型人才对知识结构宽度的需

求，同时又要满足研究型人才对知识厚度的需

要，特别是在非农业类综合性大学中，这种人才

定位的分化更加明显，这给课程组教师的教学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我们对兽医微生物

学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探究，同时也对

兽医微生物学的教学有了更多的思考。 

1  教学改革措施的探究 

1.1  教学理念的转变 

传统的课堂教学理念是以“教师、教室、教

材”(定义为“老三中心”)为中心，教师注重知识的

灌输，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生被动

地接受知识，师生互动少，学生主动学习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严重不足。此外，传统模式

对学生的评价形式过于单一，教学效果得不到有

效反馈。为培养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的人才，必须

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从传统的“老三中心”转变到

“新三中心”，即以“学生、学习、学习效果”为中

心。“以学生为中心”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

尔·罗杰斯于 1958 年在哈佛教育学院举办的一次学

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于 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正式提出，因而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英国于 2011 年提出了《将学生置于

体系中心位置》的高等教育白皮书，是世界上首个

在国家政策文件中直接以“学生中心”作为标题的国

家，从政策文件上将学生的地位提升到整个高等

教育系统的中心，并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经过内化发展成为英国高校教学质量建设的指导

思想和核心理念。但我国对这个理念的重视相对

较晚。 

为此，我们在“兽医微生物学”课堂教学中改变

以教师授课为主的理念，引导学生为学习的主

体，实现在教学主体上由“教师”向“学生”转变、教

学方法上由“讲授”向“引导”转变、教学内容上由

“教材”向“新知”转变、教学场所上由“课堂”向“课

外”转变、考查方式上由“考试”向“综合测定”转变

五个方面的转变[2]。在这些转变中，教师不仅要备

好授课内容，更要提前了解每个学生，做好整体

规划，然后有的放失地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学习内

容和学习目标的制定；进行阶段性的考察，记录

每个过程学生的表现，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并根据学习目标进行指导，发挥教师的引导、监

督和管理作用。在这转变的过程中，教师授课只

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过

程。因此，教学中必须对学生学习全过程所掌握

的知识与能力进行考核，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教师付出的不仅是课堂教学时间，更多的

是体现在课前课后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和指导，

从而提升师生关系，带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营

造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究的良好学习氛围。 

1.2  教学方法的改变 

传 统 的 教 学 模 式 是 基 于 讲 座 的 学 习 模 式

(Lecture-based learning ， LBL) ， 拘 泥 于 “ 老 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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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能适应新时代培养学生的要求。根据“兽医

微生物学”课程特征，即知识点分散，涉及内容

多，包含有细菌、真菌和病毒的生物学、免疫

学、传染病学、诊断学等要点，同时教学课时又

严重紧缩，单一的 LBL 教学方法不再适合整个课

程的教学要求。因此，我们针对不同的内容采用

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即将多元化教学模式融入到

兽医微生物学的不同模块中，从而促进学生掌握

兽医微生物学知识结构体系，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和探究创新等综合能力。 

1.2.1  问题导向式教学 

考虑到学生在学习“兽医微生物学”专业课程之

前已经学习过“普通微生物学”，对微生物的结构特

征已有初步了解，但兽医微生物学总论与之又不

完全重叠，因此针对兽医微生物学的总论部分，

我们引入了问题导向式(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学模式[3]。例如我们设置了如下问题：(1) 

你是否了解我国兽医微生物学的发展历史？(2) 兽

医微生物学与医学微生物学、食品微生物学、微

生物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如何？(3) 如何做好兽医微

生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范？(4) 微生物的结构特

征与抗药性有什么关系？(5) 微生物变异在兽医微

生物学中有哪些重要意义？利用 4 个学时，将这  

5 个问题分别层层递进、抽丝剥茧地展开，让学生

通过预习、查阅资料，结合教师的讲授内容，系

统掌握每个系列的知识体系。问题导向式模式摒

弃了以往的一味灌输式教学，学生们抱着解惑的

态度学习，这个过程既巩固了旧知，又融入了新

知，不知不觉中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学生主动参与的程度明显提高。 

1.2.2  案例教学 

兽医微生物学涉及病原的形态、培养及生化

特性、抗原性、致病性、微生物学诊断等，学生

反映内容多而枯燥，每个病原之间没有前后关

联，很难将它们一一记住。考虑到兽医微生物学

中很多病原均有相关的病例发生，因此我们将案

例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CBL)引入课堂[4]。 

CBL 始创于美国哈佛商学院，是指教师本着

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宗旨，依据教学目的与要

求，以案例为基本素材，将学生引入一个特定的

真实情景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双向和多向互

动，平等对话和研讨，促进学生充分理解每个关

键问题的复杂性、变化性和多样性等属性的一种

教学方法。案例有很多，范京惠等列出了兽医微

生物学的一些案例可以作为参考[5]，每个教师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教案设计选择案例。例如我们选用

2005 年四川资阳发生人感染猪链球菌 2 型的案例，

引出该病原菌的所有知识点；选用 2011 年德国发

生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案例，帮助理解肠杆菌科

中的大肠杆菌，并补充细菌毒力进化的趋势；选

用我国某高校发生的师生感染布鲁氏菌的案例，

讲述该菌对人和动物的致病特征。通过这些案例

的引入，一方面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活跃了课

堂教学气氛，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

及探究知识的能力，也让学生从案例中了解兽医

微生物学与其他学科的重要相关性，进一步拓宽

了学生的视野。 

1.2.3  探究式教学 

CBL 教学需要对案例的来龙去脉作适当展

开，而兽医微生物学课时较少，因此如何在有限

的课时内高质量完成教学大纲的内容，是我们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病毒学比细菌学的内容更加抽

象，仅依靠课堂教学很难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为此，我们进行资源整合，利用本校的信息资源

平台，结合教师的社会资源，借助于课题组技术

平台，开展探究式教学 (Inquiry-based learning，

IBL)[6]。以一个班 25 人为例，分为 5 个小组，每组

5 人。学生根据教师给每个小组分配的探究主题进

行资料查询、材料收集、试验设计、实验探究、

主题汇报等，最后整合资料和实验结果，解答问

题。开课第一周我们给学生分配探究主题，学生

经过 2 周的准备提交探究初稿，教师进行修改、点

评，并要求学生根据修改意见对探究方案进行修

改，这个探究方案的完善要经过多轮修改。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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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包含有实验内容，学生利用约 3 周的时间按方

案进行科学实验。为了保障实验的顺利开展，我

们给每个小组安排一个博士生负责实验的指导与

解惑。实验部分只是整个探究课题的一部分，实

验完成后各小组需将实验结果整合到探究报告

中，作为解答主题问题的一个有力证据。完整的

探究报告进行 20 min 的课堂汇报。探究式教学虽

占用少量课上时间，但学生实际参与的内容多，

培养和训练了学生知识获取、创新思维、实践探

究等多方面的科学素养，同时提高了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促进了学生的团队合作

精神。 

探究式教学过程中团队教学能发挥巨大作

用，这里的团队包括了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开展探

究，教师也是以课程组形式参与其中，团队成员

之间相互帮助、相互补充、相互监督[7]。同时探究

式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教师要具

有完整的知识体系，考虑全面深远，才能对学生

的报告进行指导；二是教师要有一定的社会资

源，可为学生提供真实的病例；三是教师所在的

课题组应具有良好的试验平台，可以全方位支撑

学生的试验探究。例如其中一个主题：分析猪繁

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引起猪场普遍感染的

原因。经过多次探讨和修改，学生拟从病毒传播

特性、感染特征、变异性、致病性、免疫特征等

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和探究。为了全面、系统和直

接地了解 PRRSV 致病及感染特征，我们带领学生

到 PRRS 发病的养殖场实地查看病例、采集病料。

然后在博士生带领下，采用免疫组化和聚合酶链

式反应(PCR)检测病毒蛋白和核酸，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ELISA)监测血清抗体，帮助学生进一步

了解 PRRS 病毒的特征，以及抗体滴度与疾病的关

系等。学生通过查阅文献，结合实地病例观察和

实验探究，对 PRRSV 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最终

将精华的部分展示给全班同学。虽然通过 IBL 并不

能完全解答所有的主题问题，但是从兽医微生物

学基本理论的教学角度来说，学生对知识点的掌

握已经远远超过大纲要求，因此，IBL 教学效果明

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1.3  评价体系的改变  

在教学方法改进的同时，还改变传统的考试

占大比分的考核模式，引进多元化评价体系，重

视学习过程的评价和反馈，引导学生形成积极主

动的学习态度，注重能力的培养和科学素养的提

高。多元化评价体系考核指标包括课堂出勤率，

在 PBL、CBL、IBL 过程中参与度和贡献度等。最

终成绩组成包括出勤率和在 PBL、CBL 的表现分

别占 10%，IBL 占 20%，期中考试与期末考试各占

25%。IBL 整个过程涉及知识获取、能力培养、团

队合作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比 PBL、CBL 相对

占分要高。对于本科生来说，打好基础很重要，

重要知识点还需要牢固掌握，因此我们给予考试

50%的比例。多元化评价体系不仅调动了学生上课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了学生文献检索、文献

整理、团队协作、沟通交流及语言表达等能力，

也督促学生重视每个学习过程、形成良好的学习气

氛。同时，多元化评价体系也体现了评价体系应

当具备的最重要的特质——公正和公平，在教学

实践中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高度认可。  

1.4  问卷调查与教改效果评估 

为了评估学生对教改的满意度和教改效果，

课程组进行了线上微信评教和线下问卷调查，以

了解学生对兽医微生物学教学形式、教学内容、

教学效果、能力提升、素养培养等方面的满意

度，也鼓励学生根据个人感受提出新的要求。线

上微信评教内容涉及 8 个方面：激发学习兴趣、培

养自主学习能力、促进探究能力、课程的科学内

涵和前沿性、教师对学生的指导程度、考核成绩

的合理性、教师的人格魅力、学生的收获感。线

下的问卷调查主要是了解学生对课程、教师的需 

求，涉及以下 3 个方面：你觉得理想的教师应该怎

么样？对课程教学你有什么意见？你希望在本课

程中获得哪些能力的锻炼和提高？学生可以把自

己的需要写出来，无记名的方式反馈给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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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根据学生的反馈对教案作优化调整，最大程度

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三轮教改以后，整个教学方案

明显更加完善。线上的评教显示，这三年来学生

对兽医微生物学教学的满意度逐年递增，分别是

90.57、92.33、93.71，说明我们的课程改革成效 

显著。 

2  教改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教改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

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此提出并与大家共同讨论。 

2.1  重视教学的大环境氛围不够 

尽管近年来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已经有了明显

的提高，但远远没有达到一个良性的氛围。重科

研轻教学的思想在很多高校仍然存在，尤其是一

些高校实行科研成果比重偏大的考核制度，严重

影响了年轻教师对教学的投入。青年教师没有时

间，也不愿在教学上多花费时间，影响了教学团队

的梯队化建设和教学经验的传承。在高校中出现

了以教学为副业、完成教学课时也就是完成了教学

任务的不良风气。当然我们不排斥科研，一个优秀

教师应该也是科研能手，科研是反哺教学的最好路

径。期待各级管理部门转变观念，落实重教政策，

还大学的初心，将大学人才培养放到首要地位。 

2.2  教学资源常态化共享程度不够 

目前我们的课程按学校规定配备一名助教，

但采用探究式教学，助教应接不暇，因此，我们

还额外安排了课题组的 5 名博士生进行全过程的实

验探究指导。这样的模式既占用了博士生的大量

时间，同时学生实验也占用了大量的实验室资

源，不是一个持续性发展的模式。从客观上说，

要求任课教师动用课题组的资源进行教学，在推

广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作为一个常态化的

教学模式，在教辅人员的安排、实验室配制与管

理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措施。管理部门必须

安排固定的教辅人员，给予参加博士生一定的鼓

励政策，给予实验室一定的经费补贴，形成一个

常态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管理体系，这样才能推

动教学改革的良性循环。 

2.3  教学改革的理念普及程度不够 

在教学中我们也发现，多少年来很多课程还

是采用单一的 LBL 教学，这使得一部分学生依赖

于老式教学，不重视过程学习和能力培养，反而

习惯于最后的一考定成绩，对教改课程不愿花更

多的精力和时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改的实施

与推进。因此，我们认为教学改革不是改几门课

程，而是需要全面推进教学改革，在教师中形成

共识和共鸣，并在教师的考核体系中提高对任课

教师的认可度，让任课教师对教改成绩有自豪感

和成就感，才能持续推进教学改革。 

3  结语 

我们在兽医微生物学的教学改革中，采用了

PBL、CBL、IBL 等教学模式，建立了多元化评价

考核体系，并将综合素养的培养贯穿始终[8]。经过

3 年的教改实践，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性、创新

思维、科研探究、人文素养等方面均得到系统训练，

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教改中仍存在一些共

性的问题，教学改革对任课教师的知识体系、时间

投入、技术平台、经费支撑等方面均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同时对教学资源的配给与管理也提出更高的

要求。因此，加强师资培训、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

学改革、管理部门加快政策性保障，更好地营造重

视教学的良好氛围，是“以学生为中心”、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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