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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生物学是农业院校面向植物生产类和资源环境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

程, 课程组在教学实践中结合课程特点, 通过树立现代教育观念、优化课程教学体系、创

新教学模式、建设课程质量保证体系等改革探索,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课程教学中的实

践, 切实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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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biology is a key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plant produc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lated majors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biology course, the reforming scheme on fully advancing essential-qualities-oriented 
educa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by the teaching group in order to promote undergraduate stu-
dents the ability in learning,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that is, establishing the modern education 
concept, renewing and optimizing course teaching system, and exploring on new teaching 
model so as to construct a new course quality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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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质量是我国高等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核

心任务, 素质教育是体现中国教育方针性的教育

思想[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要求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

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遵循高等教育

规律,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不断推进改革创新”, 

指出“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

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

水平, 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本科人

才, 关键在于要深化课程和教学改革, 创新教育

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着力提高学生的学

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课程是学生学习知识、形成能力、培养素质

的载体, 也是教学的核心环节。国内相关高校对

微生物学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考核方式、实验教学、教学形式、教学过

程角色转换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2−8]。“微生物

学”是我校面向植物生产类和资源环境类各专业

的基础课程 , 2007 年建设成四川省精品课程 , 

课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9]。在教学中, 课程

组积极转变教学观念, 坚持强化基础、拓展应

用, 完善课程体系, 对充分发挥课程建设在复合

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方面进行了有益

探索。 

1  主动转变教学观念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教育与市场的矛盾、学

校与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曾几何时, “上课记笔

记, 下课看笔记, 考试背笔记, 考后全忘记”成了

校园谚语; “一言堂”、“填鸭式灌输”、教师“唱独

角戏”的教学方式绵延不断[10], 反映出大学教学

重知识轻能力、重共性轻个性、重灌输轻引导的

部分现状, 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被

扼杀, 能力培养被弱化。科技革命正将人类社会

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它具有“信息化”、更关注

“持续发展”和“人的发展”等特点[11]。因此, 更新

教育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模式和方法迫在眉睫。

高校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 推进教学内容和方

法改革, 适应时代发展[12]。为此, 微生物学课程

组强化教学研究, 形成了以素质为本, 促进学生

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在教学活动中

融教学、科研和社会需求为一体, 树立以科研促

进教学、理论教学密切与生产需求相联系的教学

方式, 树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习为

中心、教与学相互促进的现代大学学生观。 

2  优化教学体系 

2.1  教改调研 
在教学过程中, 积极开展调研活动, 为优化

教学体系提供基础资料。课程组先后对农业资源

与环境、茶学等专业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 问题

涉及“课程总计 56 学时, 讲授 36 学时, 实验 20

学时, 你在课外学习时数(非考前复习)”、“课外学

习本课程时参考了哪些资料, 如教材、课件、影

片和期刊杂志”、“你所期望的课堂教学”等方面, 

获得有效问卷 83 份, 对其进行分析后, 获得以下

信息:  

(1) 课外学习时间无保障。问卷表明, 课外学

习时数最高为 30, 最低学时数为 0, 平均 8.4 学

时。0 学时有 5 人, 占 6.02%; 1−10 学时有 50 人, 
占 60.24%; 11−20 学时有 24 人, 比例为 28.92%; 

21−30 学时有 4 人, 比例为 4.82%。 

(2) 过度依赖教材。课外学习中, 选择教材的

有 75 人 , 占 90.36%; 选择课件有 54 人 , 占

65.06%; 电影资料 45 人, 占 54.22%; 期刊杂志

17 人, 占 20.48%; 其中仅 2 人看过英文文献, 占

2.41%。说明学生学习中以教材为本, 喜欢生动直

观的学习材料, 不注重从期刊获取知识, 对英文

资料有畏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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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学习以考试为中心, 但对高质量的

课程教学充满渴望。对教学的期望调查表明, 学

生自由建议总数为 65 条, 其中 19 人要求“指出

考试的重难点”, 比例为 29.23%, 1 人反对此项, 

比例为 1.54%; “喜欢老师讲应用案例”的 11 人, 

比例为 16.92%; 希望平时多做作业的 10 人, 比

例为 15.38%; 希望课堂提问的学生有 9 人, 比例

为 13.85%; 要求课堂增加互动环节的 6 人, 比例

为 9.23%; 要求拓展(书本外)知识的 5 人, 比例为

7.69%。 

2.2  教学体系优化 
针对上述现象, 结合微生物学知识信息量日

渐膨胀, 而教学课时有限, 为 56 学时(含实验), 

在课程教学体系中, 既要解决教学内容前沿性和

稳定性、信息量巨大和课时相对较少的矛盾, 又

要加强专业针对性和提高学生兴趣的现状, 课程

组尝试了新的教学体系。新体系由基础性教学内

容和选择性(或应用性)教学内容两个板块构成。

基础性教学内容中, 覆盖了课程核心内容, 保证

不同专业学生掌握微生物学基本概念、知识和原

理, 这部分内容相对稳定, 突出概念性和基础性, 

力求帮助学生理清学科线索、打好功底, 在整体

教学中约占 60%, 这部分内容学生必须掌握。选

择性(或应用性)教学内容, 则指结合专业特点, 

反映当代微生物学科成就、学科发展前沿最新信

息, 以激发和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学习的兴

趣, 突出专业特质, 并留有教师发挥自己特长的

空间和余地, 内容灵活, 注重现实性、前沿性和

研讨性, 力求应用案例教学、密切联系生产生活

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约占教学内容的 40%。 

新体系中理论教学部分划分为 6 个教学单元, 

绪论(2 学时), 微生物的形态与类群(原核微生物、

真核微生物、病毒, 12 学时), 微生物的营养、代

谢与生长(10 学时), 微生物的遗传与变异(4 学

时), 微生物生态与自然界物质循环(6 学时), 微

生物在农业上的应用(2 学时)。各单元通过导学式

教学来调控基础性和应用性内容比例(60%:40%), 

应用部分以青霉素与细菌细胞壁、黄原胶、沼气

工程、藻类与生物柴油、食用菌与循环农业、

SARS 与 HIV、琼脂与凝固剂、Genome breeding、

金矿氰化物废水处理、秸秆生物反应堆与大棚蔬

菜 CO2 气肥、硫酸盐还原菌与微生物冶金等案例

为主, 以授课专业来选择适当的应用案例, 分别

穿插在相应章节以讨论互动方式执行。在教学设

计策略上, 分析学生状况、专业特点、各教学单

元的目标和知识类型, 选择适当的教学策略, 如

“讲授”、“自学”、“课程训练”、“参观体验”和“案

例分析”等, 由任课教师根据专业特点与自身研

究经历灵活选择。学习活动设计, 对每个教学单

元进行详细的学习活动设计, 形成课程序列学习

活动, 课前将教学大纲、课件或讲义、教学日历

以及课程训练与研讨题目发给学生, 以利学生

明白课程环节与学习任务, 提前做好准备。 

实验实践课程部分注重基本实验技术训练、

科学思维与实践动手能力养成的结合, 将开设综

合性实验(以土壤微生物区系分析为主, 含培养

基制作与灭菌, 微生物的分离计数、菌落观察、

鉴别染色和显微镜操作等基础内容)、设计性实验

(特殊功能微生物的分离与初步鉴定)和研究型实

验(以现代微生物分子生物学技术为主要内容, 

涉及功能微生物 DNA 提取等, 与本科生导师制

度相结合) 3 部分, 方式上分为必修和课外选修。 

3  创新教学模式, 确立学生的学习主
体地位 

素质教育必须以学生能力培养和发展为目

标, 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自由精神、探究精神、

创新精神, 以形成学生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

力、独立判断能力、独立承担自己角色责任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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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创新能力为导向, 要实现以教为中心向以

学为中心转变[13]。教学的重心在于学生的学习, 

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学生如何学习。因此, 我们确

立 了 教 师 讲 授 (75%) 、 课 程 论 文 与 读 书 报 告

(20%)、微生物电影视频课(5%)等部分构成的课

堂教学环节, 教学方法灵活多变。 

3.1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 
教学中以导学式为主, 辅以讨论式和提问式, 

强化互动环节, 落实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教学相长。在倡导学生自学的基础上开展教学活

动, 课堂内外协同。教师引导学生参与科研与生

产的实际问题, 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促

进学生主动学习,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和课程训

练相结合。 

教师讲授贯彻少而精、因材施教的原则, 改

变按章、节、目平铺直叙的方法, 按教学单元来

把握基本内容、识记基本概念、讲解重点难点, 注

意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理论联系实际, 反映本

学科最新成果和进展, 改变枯燥的课堂讲授。例

如, 针对资源环境类专业和植物生产类专业(前

者大多没修读生物化学)在微生物代谢一章的内

容安排上差异化; 将微生物可利用营养物质(如

碳、氮)、物质循环与微生物的环境“清道夫”功能

相联系。视频课播放微生物视频短片, 展示微生

物现象, 分析讨论微生物原理, 与课程有机组合, 
如以金矿氰化物废水处理(视频)为例, 展开微生

物生理代谢类型多样性的讨论。而在“影响微生物

生长的环境因子”部分内容, 提供自学提要, 安排

学生自学, 完成读书报告。 

教学过程中还设置了“微生物(技术)与现代

农业”、“乳酸菌与四川泡菜产业”、“微生物与生

物质能”、“微生物与环境工程”、“微生物技术与

大学生自主创业”等课程论文与读书报告题目, 

同时鼓励学生自选与课程高度相关的题目, 分组

查阅文献, 完成课程论文, 并制成 PPT, 课堂讲

授, 开展讨论, 最后教师总结。该环节可强化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思辨性, 增加教学的广度与

深度。 

3.2  以学生主动学习为目标的课程训练 
加强对学生的课程训练, 帮助他们成长、成

才, 主要在课堂外进行。通过多层次的阅读体验, 

培养学术阅读能力和批判阅读精神。课程训练的

主要形式为课程习题、课程论文、课程讨论、读

书报告、课外实践等。课程习题主要针对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等基础性内容设立课后思考题, 分

为识记、理解和应用 3 类。课程论文、课程讨论

和读书报告主要针对课程布置的探究性题目, 分

组由学生课外准备, 以读书报告会的形式在课内

来汇报展示, 由非本组同学进行评价打分, 得分

将计入课程成绩。课程训练成果的主要载体是论

文和报告。论文与报告写作过程是对大学生学术

写作能力的训练, 写作类型以评论写作和综述写

作为主, 这是培养大学生批判精神、自由精神和

创新精神的重要基础。 

3.3  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与优质课程资源 
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广泛收集学习资源, 准

备适当的学习材料, 是保证课堂教学的必要手

段。2001 年, 微生物学课程实现了多媒体教学, 
2003 年建成微生物学精品课程网页, 可下载相关

资源, 并实现网络学习辅导, 年均访问量达 4 万

余人次。课程组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收集了国内

外微生物学多媒体课件资源近 5 GB, 与微生物

(技术)相关的视频资源超过 20 GB, 帮助我们有

效改善课件的质量, 真正达到多媒体效果。例如, 

美国探索频道制作的“Understanding Bacteria”影

片, 在细菌的形态、微生物的生态与环境、耐药

性、发酵食品等的教学中能提供优质的教学影

像。同时, 结合身边事例开展教学, “神秘牛粪坑

变成聚宝盆”讲述了一位台商在四川省崇州市进

行循环农业的故事, 激发了学生对微生物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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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思考, 吸引学生主动探索片中故事背

后的微生物学原理, 多名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学

生毕业后就职于该公司, 从事生态农业的微生物

技术开发。 

3.4  建设多层次实践平台, 强化学生素质 
以“四川省资源环境与生态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为支撑平台 , 组建微生物科研兴趣小组 , 

申报创新性实验计划和科研兴趣计划项目, 提

升学生科研素质; 以校内实习基地培养和提高

学生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 建设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 着力提高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4  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学生学习质
量考核 

课程组在教学中结合教学方法改革, 设计了

“过程控制型”的课程考核体系, 以培养学生的学

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目标, 改变学生

只读一本书的怪象, 摒弃一次考试分数评价学生

的简单方法。“过程控制”是指以教学过程为整体

考核对象, 除期末考试外, 还将实验课表现、课

程训练表现和学风考评纳入考核环节, 将平时课

程训练与期末考试、理论考试与实验实践、素质

考核与知识考核有机结合, 使用多种考核方法综

合评定课程学习成绩, 以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

力。考核方法包括平时考评方法多样化和期末考

试题型多样化; 考核内容既包括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 又涵盖综合性、分析性、理解性、创造性

的知识和能力, 并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投入状

况与学习的主动性、创新性。学生学习质量考

核保证体系成为“常态化的多元多次的能力+知

识考核评价体系”。学生课程成绩由考试成绩、

实验成绩和课程训练成绩三部分构成, 其比例

为 4:3:3。 

5  以精品教学为目标的授课教师团队 

微生物学课程组采用“教学研究—团队协作

—考评激励”的授课质量保障机制。在提高授课质

量的过程中以教学研究为先导, 针对教学中出现

的新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论证, 要求课程组的成员

积极申报、参与各类各级教改研究课题, 撰写教

改研究报告, 发表教学研究论文。定期进行“课程

设计讨论”、“教学方法研究”、“互相听课”等教学

合作与交流, 交流教学经验或教训。行课中, 改

变以往一名教师单独完成教学班教学任务的形

式, 而是由整个课程组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分工

合作, 按“微生物学”的主要知识模块分配教学任

务, 在各自的教学模块中基础性教学内容突出基

础概念和原理, 优化以现实性、前沿性和研讨性

为特点的选择性(或应用性)教学内容。培养教学

队伍团结协作,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保证“微生物

学”所有课堂实现精品教学。在此基础上, 把学生

评教、教师自评和互评有机结合起来, 以评促改, 

从多方面切实提高教师的授课质量。 

6  小结 

自 2011 年秋季执行新的课改方案以来, 教学

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学生课程成绩明显提高, 

学生课外学习时数较改革前增加 50%, 阅读微生

物学专业期刊的学生比例达 100%。课程训练完

成后, 多数同学均表示收获较大, 特别在论文写

作方面。其中, 参与国家级、校级创新性实验计

划项目的学生 2012 年在《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等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 3 篇。 

中国高校已经进入了追求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 深化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作者

在实际教学中深感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年青

教师在各类考核的压力下, 如何把握教学与科研

的平衡与结合, 在因材施教上需下苦功; 二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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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实现课程教学与学

生能力培养、就业创业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 需

要教师的投入, 需要学生的投入, 需要管理部门

的投入, 需要资金设备的投入, 还需要各类用人

单位特别是企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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