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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以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为目标的微生物学教学改革思考与 

探索 

陈锦  匡敏  陈雯莉*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微生物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物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新时代微生物学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以适应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华中农业大学

通过加强对微生物学教学资源、教学形式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围绕价值塑造、能力提升、知识

传授等目标积极探索课程育人路径，实现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培养农林专业一流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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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all-around 
development talents in the course of Microbiology in the new era 
CHEN Jin  KUANG Min  CHEN Wen-Li*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Microbiolo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is essentia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he biological profession.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microbiology in the new 
era need consta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meet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moral,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icrobiology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forms and examine mechanisms,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 path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around the goals of value shaping, capacity improvement and knowledge transfer,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realizes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vides 
services for cultivating first-class tal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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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课程育人作为十大育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举足轻重。因此，各门课程应

以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为目标，在教学理念、教学

内容、教学手段等方面改革创新，协同发挥课程

育人功能，助力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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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是高校生命科学以及医、药、农、

林、食品等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是现代

高新生物技术重要的理论和技术基础，课程育人

资源丰富、实际应用性强，对人才培养、社会生

产和公众生活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1]。现代生物学

科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办学优势和特色，“微生物学”

是现代生物学专业中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我们

结合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和办学实际，以“微生

物学”作为自然科学类课程育人样本，认真贯彻“以

人为本”精神，坚持教学科研两不误，积极思考和

探索以全面发展人才为目标的课程育人路径，不

断更新教学理念，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课程建设

的中心任务，把育人放在课程建设和改革的第一

位，以发挥课程育人实效为目的，在丰富教学内

容、创新教学路径、完善考核机制等多方面进行

改革探索，在深化世界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

同时，为微生物学课程和其他自然科学类课程建

设提供借鉴参考。 

1  教学内容：围绕全面发展人才培养目标，
多维度挖掘、运用教学资源 

立足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

标，为了更好地发挥课程育人的作用，我们以自

己主编的国家规划教材《微生物学》为基础，结合

微生物学发展史、研究前沿等方面，从志育、德

育、美育等不同的角度深挖育人素材，并将其运

用到教育教学过程中。 

1.1  将“志育”作为课程导论的重点 

在课程授课时，设置经典回顾环节——“微生

物学家专题”，充分挖掘微生物学发展史、学校微

生物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些伟大科学家的事迹作为

授课内容，引导学生立志求真。 

一方面，把专题的重点设置在课程导论教学

中，着眼于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学、怎样学、学

什么”等问题，重点强化学生对科学精神的正确认

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将我国土壤微生

物学奠基人、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华癸教授的

事迹作为课程育人开篇，老先生孜孜不倦的科研追

求、立德树人的教育情怀是导论中的育人活泉。例

如在特殊时期，陈华癸院士恪守科研工作者的原则

和品格，潜心于作物营养和试验田实践的经历所反

映出的严谨、求真、求实的态度正是我们教育学生

在开展科学研究中应具备的首要品德。微生物学发

展史上还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比如发现青霉素造

福人类的弗莱明、以身试菌发现幽门螺旋杆菌的巴

里·马歇尔、“沙眼之父”汤飞凡等[2]。他们献身科

学、追求真理的感人事迹都是开展课程育人、激

励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的鲜活教材。 

另一方面，需要结合课程授课的实际，在讲

授到相应知识点时，将相关领域科学家的事迹自

然融入。比如在介绍路易斯·巴斯德时，教师在课

堂上重点介绍他的学术贡献，同时课后要求学生

们阅读《巴斯德传》或观看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

《The story of Louis Pasteur》(翻译名为《万世流

芳》，影片讲述路易斯·巴斯德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

科学的巨大贡献)[3]，让学生们在经典阅读和艺术

欣赏的过程中有所启发。 

1.2  将“德育”融入教学主体过程 

微生物学专业知识与食品和药品安全、环境

保护等息息相关。结合这个特点，我们强化了主

题研讨在教学中所占的比重，根据教学课程和实

际，在相应章节授课节点和相关社会热点问题受

到关注时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主题研讨。课程中根

据实际情况设置 2 次左右的专题研讨，教师在课

堂上提出讨论主题和相应要求，引导学生以小组

(5 人左右)为单位，课下查阅文献以及相关资料，

撰写调研报告并在课堂进行分享，小组分享的实

际情况纳入平时成绩。 

例如：2018 年在“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件引

发社会关注时，引导学生围绕生物医药主题开展

研讨，从疫苗作用机理、疫苗失效原因分析再到

生物医药从业者和企业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等多方

面开展讨论，既激发了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更

让学生了解各个行业从业者应当遵守的职业操守，



陈锦等: 以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为目标的微生物学教学改革思考与探索 1733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以及作为当代大学生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同时，

我们还结合身边的事例开展研讨，以前春夏交接

时节南湖水体污染严重会导致水华暴发，周边弥

漫臭气。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授课教师在微生物

生态章节授课时，从“水华”现象产生的原因、污染

物的微生物处理以及日常环保意识等多个方面设

置议题组织学生课后开展研讨，引导学生善待自

然、尊重生命、爱护环境。 

1.3  尝试性开展科学与艺术的“美育”融合 

许多自然科学专业教师认为，自然科学类课

程教育很难和美育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美

育不仅仅是单纯地开展专业审美艺术教育，而

应拓展边界，打破学科界限，贯穿于教育教学

全过程 [4]。只要把握好切入点，美育可以和自然

科学类课程实现非常有效的融合。 

自然科学蕴含着丰富的美育资源，比如在微

观世界里，梭菌、芽胞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

等这些平时肉眼观察不到的平凡生命经过染色、

显微镜放大后，其自然的规则排列、别样的色彩

冲击都会呈现出生命的别样之美。如果将这种视

觉冲击与影像、VR、3D 打印、雕塑等多种艺术形

式结合，既可以达到美育的效果，也可以为艺术

创作提供丰富素材。 

微生物学教学团队与艺术设计系的专业教师

联合，以微生物学教学为基础，开展了系列“美育”

探索。例如：组织开展以“方寸之间”为主题的细菌

绘画艺术创作大赛。参赛学生在生科专业教师和

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共同指导下，以培养基为画纸，

以接种环为画笔，以微生物菌落为丹青，在培养基

的小小方寸之间开展艺术创作。比赛过程中，学

生们用培养基创作了近千幅意趣盎然的“活”图画，

经拍摄后展出，起到了以美育人的效果。这一过

程贯穿着专业知识的再学习，微生物作画需要丰

富的颜色，但微生物学实验常用的细菌菌种以乳

白色为主，无法充分体现绘画的创意。为了找到

合适的“原材料”，学生们在微生物学教师的指导

下，自己从土壤中分离细菌和真菌，获得五颜六

色的菌种作为原材料。同时，这一过程也贯穿着

实验操作的再熟练，为了将不同的菌种呈现在同

一个培养基中，需要拼接、多次作画、分次培养

等多重步骤，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实际操作都是

很强的锻炼和考验。 

2019 年 4 月，我校微生物学团队教师和艺术设

计系教师一起率队参加了“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

新实验暨作品大赛”，我校师生创作的“细菌画”《农

科愿》《心香如斯，梅兰竹菊》《扎根雪域高原、传

承科研初心——钟扬教授》等作品，斩获重庆赛区

大学组“生物环境”命题组近一半奖项，本文作者陈

雯莉教授获评优秀指导教师。2017 级生物科学专业

崔宇晨在领奖时表示“这次比赛让我的实验操作技

术、团队合作能力和绘画技巧都有提升”。这种将

科学与艺术在育人过程中的有效融合，不仅可以引

导学生亲近学术、热爱生命，也可以激发他们感受

美、鉴赏美、评判美、创造美的能力。 

2  教学形式：立足学生能力提升，创新教育
教学环节 

按照“金课”建设的“两性一度”要求，课堂教学

改革也应该体现出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以及挑

战度。围绕这一目标，“微生物学”课程教学不断创

新教育教学的环节，构建以课程为主的多层次协

同育人体系。 

2.1  增强探究式教学，提升学生综合思辨能力 

课堂教学的改革是为了将课堂讲授从传授知

识转变为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为

主。因此，课堂教学也应从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转变

为高水平、互动式教育，增强探究式教学的比重。

在学习内容上，我们在以往限定的“模块教学”基础

上调整课程不同内容的讲授比例，在课程讲授中增

加 2 个课时的专题学习，专门开展对微生物学发展

前沿知识、跨学科研究等内容的讲授和研讨。 

在课堂教学形式上，积极运用翻转课堂、对分

课堂等教学方式[5]来增强探究式教学的效果，让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灵活性加强。教师根据学习进



1734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度，结合学科热点、课程知识点等，在课堂提出难

度适中、逻辑合理的问题，引导学生分组自主学

习。比如，我们在本学期围绕微生物学前沿热点开

展了主题研讨，开学之初介绍了热点新闻——“世界

第二例艾滋病患者被治愈，‘柏林病人’从此不再孤

单？”以及“肠道菌群：你所不知的那部分‘自己’”，

然后要求学生课后对新闻的内容和研究进行深入了

解，并且分组深入研讨微生物与人类健康这一领域

研究进展，最后回到课堂由各小组代表进行汇报。 

另外我们还围绕“人工智能与微生物学”开展跨

学科研究的主题研讨。汇报展示的课堂上，许多

学生“脑洞大开”，提出通过人工智能促进改善微生

物学实验操作、优化微生物发酵产业应用等举

措。这类研讨既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关注生命科学

发展前沿，又能增强他们学习的主体意识，同时提

升他们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综合思辨的能力。 

2.2  发挥网络优势，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当前，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广泛

使用，让教师和学生通过网络可以获得许多生物科

学与技术的最新研究信息[6]。网络课堂受到越来越

多的国内外高校重视，成为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趋势[7]。因此，我们把网络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延

伸，以网络平台对原本压缩的课堂教学课时进行补

充和拓展，将网络课程学习(如“微生物学慕课”)作

为辅助，鼓励学生自主进行在线学习，在学习结束

后将其作为日常过程考核的一部分纳入平时成绩。 

同时我们还借助常用的网络平台“微助教”增强

师生学习互动，例如本文之前所提到的课程主题

研讨，其设计、内容、管理、讨论等都是在“微助

教”的互动讨论墙实现，便于师生之间实时交流、

讨论、反馈，在加强课堂教学管理、增强师生课

内外互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8]。网络教学

平台的拓展，既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也

可以引导学生正确、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有助于

学生形成健全的网络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3  引入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 

结合学科优势和人才培养实际，华中农业大

学提出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提升

改造传统农科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世界一流人才

培养体系。结合这一背景，“微生物学”教学积极引

入现代信息技术，探索“信息创新班”建设，推进现

代信息化课堂教学改革，按照“金课”标准打造师资

和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依托学校“虚拟仿真”教室平

台，每一位参加学习的学生都有单独的高性能电

脑设备用于学习信息学、微生物学前沿知识、图

像处理等，学生在课程学习之前需要接受信息类

基础课程的系统学习。目前，该课程作为普通课

堂授课的创新和拓展正在积极推进，这一改革创

新对增强学生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跨学科

研究，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极大的促进。 

在微生物学实验课程日常教学过程中，我们

也积极贯彻以信息技术、工程技术提升改造教学

的理念，在实验室硬件条件上“提档升级”，增强先

进实验仪器设备的配置，支撑微生物学以及跨学

科创新性实验教学。将微生物学实验同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VR 技术、虚拟仿真技术相结合，

基于教师代表性研究成果开发创新性虚拟仿真实验

项目，依托我校的生物学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已建成

“多环芳烃降解菌的分离及初步鉴定”虚拟项目，形

成教学模式虚拟、练习与考核模式虚拟、随机模式

虚拟等多元化的学习模式，在学生中广泛使用，受

到好评，目前已被 10 多所国内高校引入共享。 

同时，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建成 120 m2、

24 h 开放的学生创新专用实验室，结合国际遗传工

程机械设计大赛(IGEM)、“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神农杯”创业大赛和大学生

科技创新项目(SRF)等，始终将强化学生跨学科、

跨专业的科研思维训练作为重点，引导学生立足前

沿，综合运用课堂上所学知识自主开展跨学科、跨

专业的科技创新探索。良好的实验室条件使 IGEM

团队自 2013 年参赛以来连续五年夺得全球金奖。 

3  考核机制：强化“过程考核”，将课程考核
融入教学过程 

教学考核方式应和教学方式的转变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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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对知识点的考察转变为对学生独立思考、

善于想象和创新能力的考核。在考核中强化“过程

考核”理念，采用全程阶段考核，结合课外作业成

绩、在线学习成绩、课程论文、课堂报告、课堂

速测、期末考试成绩进行综合评定，对课程考核

方法进行优化，以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现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把功夫放在平时，

主动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课程成绩组成中，降低了期末考试在总成

绩中的权重，由原先的 60%降低为 40%，而作业及

在线学习占 40%、课程研讨及课堂速测占 20%，同

时增加了平时考核的频度和难度。随堂速测基本

上达到每周一测的频率，每次测试设置 5−10 个题

目，预留 10 min 的时间开放答题。 

在考核内容上突出“非标准答案”测试，减少传

统的“闭卷答题”形式，设定部分开放性问题，让学

生以课后学习报告的形式完成。这一类考核的成

绩按照比例计入学生总成绩，以此增强课程学习

的挑战度。 

考核频度和难度的增加也对教学师资提出了

要求。为了保障教学和考核效果，我们坚持实施

助教制度，选拔优秀的博士生担任助教，主要承

担学生课外主题讨论的策划指导、网络答疑、日

常考核等工作，助教不仅根据回答问题、分析问

题的准确性评分，也会以独立思考精神和科研思

维能力为评定标准，树立典范，鼓励思考和创新

等多个方面对过程考核做出不同等次的评价。 

4  结语 

围绕课程育人建设，学校微生物学教学团队

在教学教改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受到学

生以及学校本科教学巡视督导组专家、学院教学

指导委员会专家的肯定。当前，高等教育已迈入

新时代，高校“双一流”建设正向纵深推进，一流本

科教育与课程教学是支撑一流学科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9]。微生物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

科学，应该对接新时代全面人才培养的目标，不

断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学改革创新，在培

育高素质创新性人才、推进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

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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