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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微生物学课程基于教师深度教学新策略的实践应用 

刘靖靖  张丽红  闫勇  刘晓琦  胡青平* 
山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摘  要：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深度学习已成为教育教学追求的目标。本文通过深度教学意识、激

发学生积极人格、利用多元化信息资源、营造学习成果展示氛围、深化教学反思和教学评价层次等

方面进行新策略的教学实践后，学生学会了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锻炼了高阶思维能力并养成

了终身学习的习惯，有效达成了深度教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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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biology based on new strategies 
of teachersʼ deep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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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deep learning has become the goa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new strategies in the aspects of deep teaching 
consciousness, stimulating studentsʼ positive personality, using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creating 
a display atmosphere of learning achievements, deepening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levels, the students have learned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knowledge, exercise 
the higher-order thinking ability and develop the habit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goal 
of deep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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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仍有些大学生存在学习动机低下、质疑精

神匮乏、交流互动少、对知识的分类管理和融会贯

通能力不足、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差、评价与反思

观念欠缺等学习问题[1]。一些教师的教学方面也存

在教学内容固化、缺乏延展性、教学方式死板、学

习成果评价单一、主要以考试成绩为准等问题[2]。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学习者只有以深

度学习为基础，才能够实现培养自身自主学习能力

和知识创新能力的目标[3]。因此，各高校在不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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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着教学改革，高度重视和落实以学生深度学习为

目标的深度教学改革。 

1  基于深度教学新策略的微生物学教学 

实施 

1.1  提高教师的深度教学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把握着教学的内容和教学

的方向，教师的深度教学是学生深度学习的前提条

件。在微生物学教学中可从学情分析、三维目标确

立、创设真实教学情境和防止合作学习形式化等方

面提高深度教学意识[4]。 

1.1.1  注重学情分析的常态化 

教师对学生的情况有了深层次的了解之后才

能更好地确定教学目标和安排教学活动。每学期开

课之前，我们要求学生填写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

了解学生对微生物学的认知程度，增加学生对本课

程的关注度，尤其在每节课上会根据所讲授的内容

设问，促进学生思维的良性跟进。例如：在学完革

兰氏染色步骤后会给出几个思考问题：染色步骤中

哪一步起关键作用？如果革兰氏染色可用 3 步完

成，哪一步可以省略？假设染色制片技术都很过

关，革兰氏染色可能的结果有几种？……通过问题

的讨论情况可以得知学生掌握问题的程度和是否

领悟到问题的核心。 

1.1.2  注重教学目标确定的多维化 

课堂教学目标就是课堂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

互动目标，其主要内容就是“双基”——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但是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也是教师

的基本使命和主要工作，因此，教书育人也是课堂

教学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也需要确定学科情感目

标[5]。因此，教师在确定教学目标时先要认真分析

教学内容和学生学情，然后根据教学经验对所学微

生物学知识进行适当的提炼和取舍，并结合学科特

点确定包含有知识、能力和核心素养等的三维目

标。在绪论的教学中体现得更明显，通过名人轶事

和诺贝尔奖得主的艰辛历程提炼人生观、价值观等

育人道理。另外，根据教学内容，灵活增补诸如爱

国主义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唯物辩证法等内

容，并将其潜移默化、细雨无声地灌输给学生[6]。

但在教学目标的落实中还要避免“知识与技能”的僵

硬化、“过程与方法”的形式化和“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的标签化。 

1.1.3  注重教学情境创设的真实化 

创设情境要为教学目标服务，要体现学生的主

体性和发展性，有通过语言描述、多媒体、真实场

景和实物、实验实践等方式[7]。创设情境在微生物

学课程的教学中尤为重要，例如在学习微生物形态

特征时，可结合食物发酵、食品腐败和非典型肺炎

(SARS)等将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进行学习[8]。 

1.1.4  防止合作学习的形式化 

“小组讨论，合作学习”是新课改所提倡的新型

课堂。在小组讨论中，若组内成员能相互交流、彼

此激烈辩论、互教互学，则知识和能力均会共同提

高。但很多学生在课堂上讨论的内容与课堂内容相

关性不大，课堂看似活跃但却失去了彼此合作学习

的意义。因此，教师在学生活动过程中不能完全任

由学生自由讨论，应该在学生的讨论中适当介入并

进行指导，以防止合作学习流于形式[2]。例如组织

学生讨论“如何证明鞭毛的有无”时，引导学生从两

个方面考虑，即直接看有无鞭毛和间接通过观察是

否运动来证明鞭毛的有无，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具体

分解成“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使

讨论更加有针对性和目标性。此外，教师也可根据

不同小组讨论的情况分别进行指导。 

1.2  激发学生的积极人格潜力 

积极的人格会使人内心更加阳光，在面对生

活、学习中的困难时更加乐观、积极、勇敢。教

师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因此需要把培育学生的积极人格作为课

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微生物学课堂上教师

可以采用诱导式教学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将所

学知识联系实际并增加趣味性使学生积极思考、

积极体验；如绪论中讲解微生物五大共性的时候，

可以让学生讨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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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的哪些共性？在教学互动中教师与学生通

过平等交流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并增强学生的自信

心，使学生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鼓励学生去学

习和探索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并可以让学生展

示自己对该领域的了解，增强学生积极的体验，

从而培育其积极人格[4]。 

1.3  利用网络平台的多元信息资源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教师的深度教学上也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教师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

技术了解微生物学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和知识资源

来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将学生迟

到早退、参与讨论的次数、作业的完成情况等纳入

考核，自动统计学生的学习进程，并按照提前设定

的比例折合成学生的平时成绩；教师还可以使用翻

转课堂、思维导图、慕课等信息化教学手段，使教

学效果更加丰富、生动、有趣[9]。 

1.4  营造学习成果的活动展示氛围 

组织学生展示学习成果，不仅能够展示学生自

己的学习成果，还可以促进学生间的交流，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如在学完

第一章(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以后，让学生选取

一种常见或有利害关系的细菌进行实操训练，作品

可以是海报、PPT、视频短片、动画音频等各种形

式，然后在全班或线上平台进行交流评选打分。经

常展示学生的学习结果既能增强学习自主性，又能

达到对知识结构的重构。 

1.5  深化教学反思的成败得失广度 

教学反思是深度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教学

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教

师反思可以从自己的行动方面和与他人的相互交

流经验两方面养成[3]。教师一般在课后都会写一个

教学日记，包括引起教学共振效应的做法、课堂教

学中临时应变得当的措施、层次清楚条理分明的板

书、教学内容上的新领悟和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创新

等成功之处，也可包括教学中的不足之处和课堂中

学生创新独特的见解等方面。教师对自己的课堂行

动进行反思后可再去观摩同行的课堂，或进行同课

异构、课后研讨，进一步促进和提高课堂教学实践

过程。 

1.6  凸显教学评价的层次指标地位 

教学评价不应该有固定的方法，应该根据具

体的情境选择适合的评价方法。深度教学必须要

有深度评价。因此，评价一定要贯穿于深度教学

的整个过程中，为学习活动提供全面的反馈，以

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微生物学的深度教学新策略

中，教学评价不仅包括了多元化的过程评价，将

平时成绩细化分为若干个过程性指标，如课上活

跃度、作业完成度和实操训练创新性等多元化考

核[10]，而且凸显了分层次评价的重要性，如设置

了学生的自我评价、小组内评价、小组间评价和

老师评价等层次性指标。自我评价是学生的自省

深思，让学生参与到自我评价中不仅能认知自己

的学习效果，而且能让学生感知自己在学习过程

中的成长变化，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养成自我评价

和自我反思的习惯；生生互评能让学生学会合作、

交流和分享，也能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对于

教师评价，我们会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个性特长

的学生给予不同的衡量维度，更重要的是会把学

生在整个课程中变化的权重适当加大，使学生能

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从而增强学生

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2  微生物学深度教学新策略的实践效果 

基于教师的深度教学新策略实施后，发现学生

的学习习惯有很大改变，很多情况下是在理解学习

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学习新的思想和事实，并能将

其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在众多思想间进行联

系，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并做出决策和

解决实际问题，简言之，最大的实践效果就是达成

了学生深度学习的目标，即学生学会了在新旧知识

之间建立联系、锻炼了高阶思维能力和养成了终身

学习习惯，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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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经深度教学新策略实践前后的变化 
Table 1  The change of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strategy of deep teaching 

项目 

Project 

实践前 

Before practice 

实践后 

After practice 

学习动机 来自家长、考试等的压力 自身的求知乐趣占主导 

Learning motivation Pressure from parents, exams, etc My pleasure in learning dominates 

学习过程 规定的时间地点被动进行 个体主动思考后合作探讨 

Learning process The specified time and place are passive Cooperative discussion after individual initiative thinking 

学习形式 简单重复，机械记忆 深层理解、重构和迁移 

Learning form Simple repetition, mechanical memory Deep understanding, reconstruction, and migration 

知识体系 碎片化、孤立化 新旧知识建立联系，各学科融会贯通 

Knowledge system Fragmentation, isolation Build a connection between old knowledge and new knowledge 

思维层次 低阶(背诵) 高阶(质疑、创新、解决问题等) 

Thinking of level Low order (recitation) Advanced (questioning, innovation, problem solving, etc.) 

迁移能力 无法灵活应用 活学活用、举一反三 

Ability to migrate No flexible application Learn something and use it 

反思状态 缺少或无 自我反思常态化 

Reflect on state Lack of or no Normalize self-reflection 

 
从表 1 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能够严格

要求自己，增强了自我管理能力。在课堂中能够集

中注意力，保持好奇心，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讨论，

对课堂作业不再拖延。学习不再是迫于父母等外界

压力，而是自身的求知乐趣与学习责任感；学生不

再对所学的概念、公式、原理等只简单地机械背诵，

而是对知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在评判性理解的

基础上将所学到的新知识与曾经学过的知识联系

起来，整合和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具体表现为可

以绘制微生物知识概念图、思维导图等知识图表；

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积极主动地与同学

及老师产生互动和交流，增强了语言表达能力，能

够更加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增强了

协同合作的能力；学生在学习中能够把握学习情境

的关键要素，学以致用，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境中能

够解决问题，做到活学活用，举一反三，达到知识

的有效迁移和应用。 

3  反思与总结 

我们基于深度教学新策略的微生物学教学实

践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在帮助学生提升批判

性思维、人际交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有

很大的进展，并有助于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深度教学不仅是新时代背景下一种重要而有效的

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也是高校教育中能否顺利促

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关键。为此，学校应改善教学管

理，营造良好的深度教学氛围，弹性化地安排教学

时间，不能仅以教学成绩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成果；

同时需要加大信息化的投入，加强教师间交流，提

高深度教学的能力，使学生积极尝试新型的自主学

习方式，从而促进学生达成高阶思维能力并养成深

度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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