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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好地培养能系统掌握微生物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环境科学专业人才，提高学生应用微

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去解决环境科学领域中实际问题的积极性，针对环境科学专业的微生物学教学做了改革尝试。

紧密结合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增设实验项目，加强实践环节，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环境科学，微生物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安徽大学首批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通讯作者 /01：#’’2(’2#+"*2，#’’2(’2#32*"(3##’，4(5671：8769-:;< 6=2)". >-5
收稿日期：!##)(#+("2，修回日期：!##)(#$(!)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自 !### 年招收环境科学专业本

科生以来，环境微生物学被设置为该专业学生第四学期的

必修课。如何对待环境科学专业的微生物学教学？如何使

环境科学专业微生物学教学紧跟学科发展步伐，使学生在

系统学习和掌握微生物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进一步理

解防治环境污染、改善与提高环境质量的微生物学原理、技

术和方法？我院微生物学课程组教师认真研讨，对环境科

学专业的微生物学教学进行了一些探索，希望得到各位同

行的指正和帮助。

! 慎重选用教材，重视微生物学基础知识

微生物学是一门在细胞、分子或群体水平上研究微生

物的形态结构、生理代谢、遗传变异、生态分布和分类进化

等生命活动基本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其根本任务是

发掘和利用有益微生物，防止、控制和消灭有害微生物，为

人类造福［2］。环境微生物学是环境科学与微生物学相结合

的一门新型交叉边缘学科，利用微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研究

有关环境现象、环境质量及环境问题［!］。我院微生物学课程

组教师一致认为，环境科学专业的环境微生物学教学（’* 学

时）应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微生物学基础知识，二是环

境污染、治理和监测中的微生物学原理、方法和技术。而这

两大内容，我们认为，前者更为重要，基础知识与学生的潜

能和悟性相关联，可内化为学生的科学与文化素养，激发创

新思维。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只有在系统地掌握了微生物学

基础知识之后，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知识，进一步学习污水

生物处理及污染物的生物降解，生物转化等具体内容，才能

深刻认识微生物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中不同于动、植物

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另外，环境科学专业的后续课程

如环境生物技术、环境工程和环境监测等教学内容也均涉

及到微生物学基础知识，尤其是环境生物技术是建立在微

生物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之上的。所以，使学生坚实地

打好微生物学基础是本课程的重要任务。只有掌握了科学

原理，才能在环境治理的实际应用中，有正确的判断力，发

挥微生物学知识的作用。如果仅有技术而没有基本知识，

则会缺乏应变能力，不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知识载体，

主导教学方向。因此，在教材的选择上我们注重完整系统

的微生物学知识，培养较高的微生物学综合素质。经过几

年的实践，选择由周德庆著的《微生物学教程》（第二版）和王

家玲主编的《环境微生物学》（第二版）为主要教材和参考书。

《微生物学教程》注重原理性、基础性，且较好地处理了内容

多学时少、全面与简明、基础与前沿等矛盾，并通过自行设

计的图示、表格和表解等形式使繁杂的内容条理化、网络

化、简明化和形象化，使学生能花较少的时间获得较大的收

益———看得懂、理得清、记得牢、用得上。自 !### 年以来，已

在环境科学专业的教学实践中收到良好的效果。《环境微

生物学》的补充更是启发学生将微生物学原理、技术应用于

环境污染防治和监测等实践中，拓宽了思路，充实了教学内

容。

" 明确教学目标，调整教学内容

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建立起较深刻的微生物的

生物学观点，牢固掌握微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了

解微生物的基本特性、生命活动规律并将所学理论应用于

环境保护和防治环境污染。针对该课程的教学目标，结合

环境科学专业的教学计划，我们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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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当调整，宗旨是既要为学生建立一个系统性强、结构清

晰的微生物学知识体系，又要将获得的理论知识上升到对

环境问题的实践，提高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环境科学素养。

经课程组老师讨论，调整后的教学内容主要包含：微生物的

形态结构、生理生化、生长繁殖、遗传变异、生态分类、微生

物对污染物的降解与转化、水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的微生

物学原理和方法及环境污染物的微生物检测 ! 章内容。前

" 章是微生物学基础知识内容，占该课程授课学时的 #"$，

后 % 章是微生物在环境问题中的实际应用，在以后课程中还

会涉及，因而在此学时分配较少。

教师在基础内容的讲解中，紧密结合当前的环境问题、

环境政策和环境措施，增强学生的求知欲。从绪论开始便

以微生物的五大共性和多样性为主线，引导学生认识微生

物不同于动、植物的特点，用实例加强学生对微生物的无处

不在、无孔不入和无所不能的认识，尤其是微生物在生态环

境中所起的其它生物不能替代的作用。如，引导学生开展

如果没有微生物作为“分解者”，“地球将变成什么样子？”的

讨论；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的教学中突出蓝细菌、光合细菌

和化能自养细菌作为初级生产者及异养菌作为分解者的作

用，在氮代谢中加强了生物固氮、硝化和反硝化细菌的代谢

特点的介绍，并与环境生物技术中污废水的脱氮除磷和乙

醇、甲烷等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联；微生物生态的

内容更是直接反映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微生物

对人类环境造成的影响；“三致”物质的 &’() 检测法，利用

大肠菌群、发光细菌检测水源或环境的污染度等实际应用

例子均体现了微生物遗传变异理论的应用。理论与实际的

结合，极大地促进了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学习微生物学的积

极性。

! 加强实验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实验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教学对学生加深基

础理论的理解及科研素质的培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

微生物技术已在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治理、有毒有害物质

降解、清洁可再生能源开发、环境监测、环保制剂的合成和

生态环境修复等领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国

内许多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专业的微生物学实验内容简

单，缺乏专业特点［%］，无法满足新时期的教学要求。为了培

养学生综合分析及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我们根据专业的

性质和培养目标，补充微生物和环境紧密相关的实验内容，

增加实验学时，在环境微生物学实验模块中，保留原有微生

物项目如四大类微生物的形态观察、细菌特殊结构的染色

观察、革兰氏染色、培养基制作与消毒灭菌、微生物的分离

纯化和生理生化反应等，同时增设一些综合型项目，例如池

水或湖水中大肠菌群的测定，富营养化水体中浮游藻类的

采集、鉴定和计数，纤维素分解菌的分离与筛选，活性污泥

的活性测定和生物相观察，金属的微生物腐蚀，空气中微生

物的计数以及环境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等。我们的宗旨是

不仅要将微生物的纯培养和显微技术纳入实验教学课堂，

而且要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际环境问题。这样，

既提高了学生对微生物学理论的理解，又注重了学生实际

能力的培养。

为了加深课程的理解，加强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能力，在相关知识介绍后，组织学生到合肥市王小郢污水

处理厂参观生活污水的处理设备、过程和方法，到合肥市环

境监测站参观和学习环境监测中常用的生物学方法，如用

细菌总数和粪大肠菌群等污染指示菌评价环境卫生状况，

*+, 传感器分析水体污染程度等。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激

发了学习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环境科学专业的微生物学教学仍在摸索探讨之中，如

何使环境科学专业的微生物教学进行得更科学，如何使环

境科学专业的学生具备较高的微生物学综合素质，相信通

过对教学经验的不断总结和改革，能够提高环境科学专业

微生物学的教学质量，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为培养具有综合

素质的环境科学人才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周德庆 . 微生物学教程（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00/.

1." .

［/］王家玲，李顺鹏，黄正等（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002.

1.- .

［%］王国惠 . 微生物学通报，/00"，!"（/）：-22 3 -24.

欢欢欢迎迎迎订订订阅阅阅《《《微微微生生生物物物学学学通通通报报报》》》杂杂杂志志志

·#04·/00# 年 %2（%） 微 生 物 学 通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