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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网上在线教学成为这段时间的唯一教学方式。这一方面

给高校的广大师生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同时也给近年来一直进行的高等教育开放式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潮

流按下了加速键。《微生物学通报》以“第十七届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为契机

邀稿组织出版的这期“高等院校教学主题刊”，很好地反映了近年来在开放式教育形势下我国微生物学教

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态势，其中也有文章介绍了疫情期间选择和使用线上教学技术的经

验。期望该主题刊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广大微生物学教师强化互联网意识，打造“互联网+”思维，

重塑课堂教学形态，通过广大教师间的教改经验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我国微生物学课程建设水平与

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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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正是踏青赏花的大好时节，但素以樱

花闻名的武汉大学今年却未能如以往一样迎来络

绎不绝的观花人潮。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让校园进入了静止状态，教师和学生不能返

校，游客更无法进入，今年的武汉大学樱花只能迎

来史上最寂寞的盛放。当然，受影响的远不止武汉

大学及其他在武汉的众多高校。为防控疫情，全国

的学校都被迫延迟开学，正常的教学秩序史无前例

地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为此，教育部专门发布了名

为《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

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高厅[2020] 2 号)
的文件，要求各高校在 2020 年的春季学期“停课不

停学、停课不停教”，并“确保线上线下同质”，网

上在线教学成为了这个时期的唯一选择。这个举措

一方面给高校的广大师生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同时

也给近年来一直进行的高等教育开放式教育教学

改革发展按下了加速键。教育部 2019 年 12 月正式

公布了“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荐认定

办法，规定了“线上一流课程” “线下一流课程” “线

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

课程”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等五种对网络依赖程

度有别的国家“金课”建设模式。但疫情则迫使线下

教学环节中原来熟悉的师生面对面教室场景也不

得不走进网络虚拟空间，情绪调动、情感变化、互

动交流以及网络教学资源利用都受到了深刻影响，

必须思考如何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重塑课堂教学

形态，寻找课程建设的发展新思路[1]。 
个体微小、结构简单的微生物不仅与人类生活

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模式材

料。因此，“微生物学”及微生物学相关课程历来都

是生命科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课或重要选

修课，地位十分重要[2-3]。受教育部大学生物学课

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托，本人近期对部分国内高

校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显

示，所有高校均按照课表如期开设了各类微生物学

线上课程，使用的网络平台包括超星学习通、腾讯

课堂、钉钉、智慧树、雨课堂、学堂云、中国大学

慕课、微助教等，很多教师还同时用微信、QQ 等

即时通讯工具辅助进行教学组织和师生交流。大部

分课程充分利用各类网络教学资源进行辅助教学，

部分高校通过在线演示的方式进行了实验课教学，

为返校后的动手实践做好准备。此外，不少教师都

充分利用了微生物学的学科优势，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相关知识及时融合到课程教学中，受到学生

的普遍欢迎。调查发现，与实体“线下课堂”相比，

“线上课堂”更有利于学生参与互动，且录屏回播技

术有助于学生的课后复习，教学效果总体优良。 
本期“高等院校教学主题刊”是《微生物学通

报》以 2019 年 7 月在海口召开的“第十七届全国微

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为契机，

经过邀稿和认真评审，共收录了全国 36 所高校的

44 篇微生物学教改论文，设置有“教学方法” “课程

建设” “教育技术” “人才培养” “实验教学” “教学

内容”和“能力培养” 7 个栏目，较全面地反映了近

年来在开放式教育潮流下我国微生物学教学改革

与人才培养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态势，其中也有文章

介绍了疫情期间选择和使用线上教学技术的经验。

期望该主题刊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广大微生

物学教师强化互联网意识，打造“互联网+”思维，

重塑课堂教学形态，通过广大教师间的教改经验交

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我国微生物学课程建设水平

与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

讨会”是我国唯一以微生物学教学和人才培养、学

科与师资队伍建设为主题，同时兼顾科研和成果

产业化的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教学工

作委员会、基础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农业微生物

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已形成重要的品牌效应。

该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为止已先后举办了

十七届，承办院校分别是：复旦大学(1984)、山

东大学(1986，1993)、南开大学(1988)、西北大学

(1990)、北京大学(1996)、华中农业大学(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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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新疆大学(2001)、湖南师范大学(2003)、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东北农业大学(2005)、河南师

范大学和新乡医学院(2007)、广西大学(2011)、南

京师范大学(2013)、新疆师范大学(2015)、中山大

学(2017)、海南师范大学(2019)。“第十八届全国

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已经

确定由贵州师范大学承办，将于2021年7月在贵阳

召开。欢迎全国微生物学教师届时报名参会，就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后的微生物学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材和教学资源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教学和科研及产业化等

话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交流，以提升我国

高校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微生物学通报》是中国微生物学会和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以微生

物学应用基础研究及技术创新、应用为主的综合性

学术期刊。《微生物学通报》同时设置有“高校教改

纵横” “名师名课”等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栏目，为推

动我国微生物学教学改革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6 和 2018 年，《微生物学通报》与“全国微生物

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合作，已先后

出版了两期“高等院校教学主题刊”[4-5]，得到专家、

作者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本期“高等院校教学主题

刊”是《微生物学通报》与“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

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的再次合作，期望该主题

刊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高校微生物学教

师间的教改经验交流和合作，促进微生物学教学质

量的全面提升。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

来。本期“高等院校教学主题刊”正式刊印的时候应

该也是全国包括武汉开始逐步回归正常之时。疫情

虽然带来了伤痛，但也给高校教学改革发展提供了

新的契机。相信我国的微生物学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和教学理念经此一“疫”会有进一步的提升，让我

们一起期待我国微生物学教学的又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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