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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在推进微生物学课程全英文教学中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 

探索 

吴卫辉*  潘皎 
南开大学分子微生物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系  天津  300071 

摘  要：目前在全球化形势下，推进全英文教学对于国际合作与交流至关重要。但是如何让全英文教

学不流于形式，使其能与提高教学质量充分结合、相辅相成，从而使全英文教学真正起到传授知识、

搭建科学体系、提升学生兴趣、引领科学思维及知识应用的目的，值得探究。在近几年来的教学过程

中，我们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专业基础课“微生物学”的双语教学，推进至专业选修课“微生物遗传

学”的全英文教学。在教学内容上，由浅入深，由面至点，将基础知识与实验技术贯通讲解；在教学

方法和手段上，充分运用课上测验、课后作业与课上分析讨论等多种形式，达到了全英文授课与提升

学生注意力、灵活运用知识能力相结合的目的。经过几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全英文授课调动了学生

积极参与和主动学习的热情，使学生在充分掌握课堂内容的基础上，锻炼了使用英文进行学习、探索、

解决问题和交流的能力。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的激发也检验了全英文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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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icacy while promoting the whole 
English teaching of Microbiology courses 
WU Wei-Hui*  PAN Jiao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Microbiology and Technolog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of globaliz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English teaching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owever, how to avoid the English teaching becoming 
formalistic is a serious question. It is worth exploring to efficiently integrate English communication with 
knowledge impartment, so that the English teaching can really achieve the goals of building up a system of 
microbial knowledge, enhancing students’ interests, inspiring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knowledge 
applicatio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e adopted a gradual way to transit from a bilingual teaching of 
Microbiology to the whole English teaching of Microbiology Genetics. The teaching contents are 
structured in ways that are from superficial to deep,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Meanwhile, we devo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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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basic knowledge and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A various forms of teaching 
such as class test, after-school homework and class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have been involv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fter several years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English teaching has 
mobilized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enabling students to exercise their ability to learn, 
explore, solve problems and communicate in English. The stimul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nglish teaching. 

Keywords: Microbiology, Microbial Genetics, Bilingual teaching, Whole English teaching 
 

在科学研究中，英语是论文发表、会议交流的

通用语言。在目前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一带一

路合作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专业课程的英

文教学不仅使学生能够充分了解专业领域中的前

沿进展，也为国际交流奠定基础。微生物学是生物

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丰富，

是传统学科。近年来人体菌群、合成生物学的兴起，

为微生物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微生物遗传学

是专业选修课，包括微生物遗传物质、进化及基因

调控等内容，与 PCR、核酸内切酶及 CRISPR 等众

多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编辑工具相关。在我国《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中指

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核心任务[1]。本文

对我校在微生物学和微生物遗传学中进行英文教

学的探索进行了总结。  

1  英文教学的目的和难点 

微生物学和微生物遗传学教学的目的是让学

生建立微生物学的知识体系，并能将所学知识灵活

运用到科研和实践中，同时激发学生对微生物学乃

至生物学的兴趣[2-4]。进行双语或全英文教学能够

使学生熟悉专业名词及科技英语的表达方式，从而

提高文献阅读和文章撰写的能力，同时培养英语思

维的能力，为合作交流奠定基础[5-8]。 

然而在双语和全英文教学中，作为非母语的英

文有可能对课堂教学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

学生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对教学内容

的理解难以同步；学生在听课时，会有部分注意力

分散到对语言的识别，从而减少了对知识内容的理

解和思考；如果学生前期接触英文授课较少，特别

是未经历过全英文授课，在课程中会由于同时将注

意力放在语言识别和理解知识上，易发生思维疲

劳，导致遗漏学习重点；另外，课堂的师生交流也

很有可能不像中文那样能够顺利进行。针对实施双

语教学和全英文教学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我们

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以保证

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又全面提升学生的科技英语

能力。在我校的教学安排中，微生物学和微生物遗

传学先后在两个学期进行讲授，我们由此设置了循

序渐进由微生物学的双语教学推进至微生物遗传

学的全英文教学。   

2  在微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将提升兴趣、拓
展知识与逐步推进英文教学相结合 

微生物学是专业基础课程，知识涵盖面广，包

括微生物的形态结构、营养、代谢、生长繁殖与控

制、遗传、生态、进化、分类及感染和免疫，许多

专业词汇出现频率相对较低，且学生的相关知识基

础大部分来源于高中学习。在此情况下，进行全英

文教学有可能使学生需要同时兼顾大量的新词汇

和新知识点，有可能妨碍微生物学知识体系的建立

及对本学科兴趣的提升。 

为了使学生熟悉英文专业词汇和表达方式，在

专业基础课程“微生物学”中，我们使用全英文课

件，在关键词汇处标记中文，讲解时使用中文。目

前学生在学习中存在几个问题：一是课后不注重随

时复习；二是拓展性的思考不足；三是对专业研究

的兴趣不足。为了促进学生及时复习和提高学习注

意力，在每次课开始讲授新知识之前，使用中文展

示 10−16 道与该次课内容相关的不定项选择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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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业。在每次课结束前，使用英文留课后作业，

内容是与该次课相关的 1−2 道应用型或拓展型思

考题，主要为现象解释、实验设计等题目。例如在

讲解细菌代谢和培养基组分和配制的内容后，课后

思考题为“How to isolate bacteria for bioremediation 

of herbicides polluted soil? Please focu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ulture medium for bacteria 
isolation, and where do you collect samples to isolate 
the ideal bacteria”。这道作业题的主要目的是使学

生思考以什么样的培养基能够富集可高效分解除

草剂的细菌，熟悉分离目标菌株的方法，并通过做

该题目使学生了解生物修复的概念和过程。 

对于作业题目答案的公布和讲解安排在每次

课的起始阶段。首先，不定项选择题以英文进行

展示，由教师采用英文讲解，并与学生进行讨论。

思考题先由学生进行讲解(鼓励用英文)。在学生

讲解过程中，教师通过提问和讨论的方式，对学

生的思路和答案进行引导。随后，教师用英文进

行全面的解析和总结。关于作业的讲解，每次耗

时 15−25 min。通过这一方式，拓展了课堂内容，

同时使学生熟悉了相关英文词汇和表达方式，并逐

步适应英文授课，为后续学期“微生物遗传学”的全

英文教学奠定基础。为了提升学生对微生物学的兴

趣和英文交流能力，在学期末安排全体学生进行微

生物学课程相关内容的全英文展示，题目自选，每

两名学生组成一个小组，进行资料查阅、课件编排

制作并共同进行讲解，每个小组展示 10−15 min。

该项课堂活动使每个学生都锻炼英文表达能力并

拓展了课堂知识。上述课后作业和英文展示作为平

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

期末考试分数中 30%的题目为英文试题，全部为

简答或实验设计题。从答题状况来看，学生对于问

题的内容能够完全理解，也能够利用课堂所学知识

进行解答。 

3  在全英文微生物遗传学课程教学中将课
堂知识与科研实验紧密联结 

我院微生物遗传学安排在学年第二学期，上课

主体为三年级学生。这些学生已经学习了微生物

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具备了较全

面的专业知识基础。另外，该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

进入实验室进行研究，并即将开始毕业论文课题。

由于诸如限制性内切酶、Taq 酶、连接酶、TALEN、

CRISPR 等绝大多数分子生物学技术来源于微生

物学，且与微生物遗传学内容紧密相关，因此，在

安排微生物遗传学教学内容的时候，我们加强了与

实验技术、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的联系。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我们设置了 Genetic 

Material of Microbes、DNA Repair、Mutation、

Genetics of Virus 、 Plasmids 、 Conjugation 、

Transposons、Gene Expression、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Global Regulation。每次课先简要回顾

学生在其他课程中涉及到的相关内容，使学生充

分熟悉专业词汇和表述方式。接下来进行深入学

习，诸如细菌维持染色体稳定性的各种机制、与

噬菌体的共进化、质粒和宿主染色体携带的毒素/

抗毒素系统、乳糖操纵子调控蛋白 LacI 的多个结

合位点、反式翻译(trans-translation)的功能、密度

感知系统等。 

为了使学生能够将课堂基础知识与实验技术

紧密联接，并从原理到实际应用充分掌握实验技

术，我们采取两种方式进行教学。一是在讲解某知

识点后，直接拓展到相关实验技术。例如，讲解

DNA 复制后提及 PCR 过程中的 Taq DNA 聚合酶

以及与之相关的 TA 克隆技术；基于 Taq 酶没有校

正功能的特点，提醒学生在进行克隆实验和检测实

验中需采用不同的酶，并对引入随机突变的易错

PCR 技术进行讲解。在细致讲解乳糖操纵子后，

展示由乳糖操纵子启动子衍生的可调控启动子，并

讲解 T7 启动子的原理和 BL21 表达菌株工作原理，

使学生了解表达外源蛋白的细菌系统及特点。在讲

授酵母菌 2μ 质粒后，拓展到 Flipase 酶和 FRT 位

点在遗传改造中的应用。在讲解细菌噬菌体共进化

后，介绍 CRISPR 系统及其应用。在讲解人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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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生活周期后，介绍用于细胞生物学研究的病

毒包装系统。 

另一个将课堂基础知识与实验应用相结合的

方式是随堂测验。基本上每次课都起始于一道思考

题，学生需要在 10 min 内上交答案。测验题目主

要是与上一次课内容相关，且与科研实验密切相

关。通过这一形式，可以敦促学生及时复习、拓展

思路并加深对所学知识和相关应用的了解。例如，

在讲解了细菌限制修饰系统后，随堂测验的问题是

根据酶切位点选择可以将酶切产物相连的同尾酶，

这一题目是为了使学生巩固特异性酶切位点的概

念，并在以后的克隆实验中灵活运用不同的限制性

内切酶。在讲解了细菌 DNA 修复系统后，测验题

目为质粒在诱变菌株 XL1-RED 中复制后的变化，

通过这一问题使学生巩固了修复系统的作用，并了

解引入随机突变菌株的使用方法。在讲解了 λ 噬菌

体的溶源化及裂解生活周期后，测验题为在表达 λ

重组酶的大肠杆菌中转入与染色体有同源片段的

质粒 DNA 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通过这一问题

使学生在复习了 λ 噬菌体 DNA 重组入宿主染色体

这一过程的同时，了解 λ Red 系统在基因编辑中的

原理和使用方法。 

在进行课堂讲授时，为了激发主动思考，我们

会不断就知识点进行提问，并讨论与前期教学内容

和其他课程相关内容的联系，由此达到提高参与

度、构建知识体系的目的。例如，在讲解微生物遗

传学中常用表型时，提问条件致死突变产生的机制

以及如何分离高温致死菌株，目的是使学生回顾以

前课程中学过的细菌存活关键基因及蛋白活性与

构象的关系，并借鉴筛选营养缺陷型菌株的方法对

高温致死菌株进行分离。在讲解细菌对噬菌体的耐

受突变时，提问学生噬菌体的生活周期和感染中的

关键步骤，让学生分析细菌哪些突变会导致对噬菌

体的耐受。通过课堂提问，既提高了学生注意力、

加深了印象，又锻炼了学生的英文表达能力。 

到了学期末，在学生已经学习了质粒、接合转

移、乳糖操纵子、转座子的基础上，授课教师展示

NCBI 数据库中对一个带有转座子的可接合转移质

粒的信息网页，带领学生根据数据库中的描述绘制

质粒图谱，并通过讨论的方式讲解该质粒的用途，

使学生掌握查阅数据库、了解质粒特征的能力。 

本课程的平时测验和期末考试全部为英文。平

时测验 11 次，占总成绩 4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期末考试为开卷考试，20%−30%为实验设

计、结果分析类灵活测试题，难度较大，70%−80%

为文献阅读相关题目。以文献相关内容作为考试题

目是基于文献阅读为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文

献选取近两年微生物遗传相关的一篇研究报道，考

前一周发给学生。考试题目围绕前言、方法和结果

部分。主要的考点为该项研究的前期基础，开展该

项研究的意义，具体实验方法、实验设计及数据分

析，这些都是科研工作者在文献阅读中重点关注和

学习的要点。这些试题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逻辑思维

能力和掌握文献阅读的方法。根据历年的考试结果

可以看出，学生基本能够理解文献的研究目的、实

验方法和结果分析，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文献阅读能

力，为后续进行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4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法提升了英文教学的
效果 

我们通过采取逐步推进的方法，在使学生由部

分英文教学到适应全英文教学的同时，拓展了课堂

知识，并与科研实践紧密结合，也培养了学生查阅

英文文献和数据库的能力，为学生进入本科毕业论

文设计及研究生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课堂的

交流中，学生使用英文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大部

分学生可以流利地用英文进行交流，完全具备了参

加国际会议和海外学习的能力。2016−2018 年，我

们讲授的微生物学班级中分别有 4、6、5 人参加国

际 基 因 工 程 机 器 大 赛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iGEM)，平均约占

各年度赴美参赛队员人数的 85%，而且我校队伍

在这三年的比赛中均获得金奖。近三年，该课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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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平均约 39%的学生毕业后赴欧美深造。我们的

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学生在对微生物学

课程的评教中反映：“老师人很好，讲课清楚，还

有很多前沿知识”  “课程有趣，老师亲切” “讲解清

晰，每章节的作业也都很切题”；对微生物遗传学

的评教认为：“讲了很多十分实用的知识” “十分有

意愿来上课，每节课很享受” “提高了英语能力，知

道了怎么去吸收生物知识然后清晰表述”。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感受到课程教学内容、

课堂交流、随堂测试和课后作业都需要进行精巧

的设计，在提升学生兴趣及运用知识能力的同时

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并且通过小问题和思

考题，使学生将所学内容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建

立一个微生物学整体的知识体系和科研思路。为

此，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水平，在平时注

意积累微生物学前沿进展和教学素材，丰富教学

内容、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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