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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邹龙  黄运红  倪海燕  山珊  龙中儿* 
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是在生物学专业微生物学方向硕士生培养方案中设置的一门专业

必修课，本文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及教学效果等方面介绍了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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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  

键 [1-3]。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 

径[4]，创新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我国研究生培养的

核心任务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5]。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环节有课程及教学、

科研实践及学位论文等，“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

术”是我校 2016 年新修订的生物学专业微生物学方

向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培养方案中的一

门专业必修课，也是一门方向探究课。为了落实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时代任务，课程组从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法等方面对“现代微生物

学研究技术”课程进行了系统改革，本文介绍了该

课程的教学改革情况。 

1  课程设置的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改革的深化，按二级学科进行招生和培养的硕

士生培养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为了深化学术型

硕士生教育改革，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我

校于 2016 年全面启动学术型硕士生培养方案的修

订工作，其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一级学科培

养平台，四级课程教学体系”。“一级学科培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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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指硕士生培养从传统的二级学科平台上升到一

级学科平台，在一级学科的基础上分学科方向培

养研究生；“四级课程教学体系”是指在一级学科平

台上重构课程体系、重组课程内容，逐步形成公

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方向核心课和方向探究

课四级必修课程体系，体现课程设置“又宽又尖”的

原则，既彰显一级学科的培养口径，又凸显研究

方向的前沿性。经过调研分析，我校生物学专业

微生物学方向硕士生的四级必修课程中设置的学

科基础课程为“高级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和“现

代生物学仪器分析”，方向核心课程为“微生物生理

学”和“微生物遗传学”，方向探究课程为“现代微生

物学研究技术”和“微生物基因组学”。另外，还设

有方向选修课程，包括公共选修的“文献检索”和

“科技论文写作”，及专业任选的“实验设计与数据

处理” “生物信息学” “微生物资源学” “酶工程” “蛋

白质工程”等。 

按照培养方案的安排，作为方向探究课程的

“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于硕士生入校后的第 2 个

学期开设，其目标是在硕士生本科阶段学习了“普

通微生物学实验”的基础上，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能掌握微生物学方向的前沿知识、研究问题及研

究方法，对微生物学方向硕士生创新思维和创新

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教学内容的构建 

教学内容是课程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培养的

载体和课程实施的基础。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之

一就是构建适宜的课程内容体系。“现代微生物学

研究技术”课程内容的构建注重基础性、科学性、

前沿性和实用性的统一。基础性指基于培养目标

而要求硕士生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技能及由此

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性指教学内容

本身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前沿性指教学内容关注

学科的发展前沿和发展前景；实用性指教学内容

与生产生活实践、科学研究实践相联系。在上述

原则的指导下，在充分调研国内外微生物学科技

文献的基础上，“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课程选择

如下几个专题作为课程的主体内容：(1) 微生物菌

种资源及其系统发育分析；(2) 微生物的多样性与

分子生态学研究；(3) 不可培养微生物的研究技

术；(4) 微生物功能基因的筛选；(5) 微生物基因

功能的研究；(6) 微生物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研

究；(7) 微生物发酵动力学研究。 

3  教学方法的改革 

3.1  教学模式的构建 

所谓教学模式，是教与学的模式统一，即在

一定教育思想或教学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实现特

定的教学目的，对教学过程进行优化设计而形成

的比较稳定、系统、简明的教学程序及其实施方

法的策略体系。从静态组成来看，教学模式表现

为特定的课堂结构，从动态过程来看，教学模式

表现为一系列教学活动程序 [6]。“现代微生物学

研究技术”课程根据我校本科生微生物学课程的

教学经验 [7-8]，结合“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课

程的实践性特点，构建了以“项目学习”为主要特

征、融合多种教学策略的教学模式，具体过程见

图 1。 

下面以“微生物功能基因的筛选”模块内容为

例，阐明上述教学模式的操作方法及具体过程。 

第 1 阶段是创设情境，明确任务。教师以当前

微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微生物生物活性

物质，如抗生素的生物合成机制为例，要求硕士

生能够掌握微生物抗生素生物合成相关基因的筛

选方法。 

第 2 阶段是收集资料，制定方案。学生在明确

学习任务后，查阅文献资料，收集微生物抗生素

生物合成相关基因的筛选方法资料，分析各种方

法的适用范围、优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形成一

篇合乎如中文核心期刊《微生物学通报》投稿要求

的文献综述“微生物功能基因的筛选方法”，同时设

计一种适宜于本实验室应用于微生物抗生素生物

合成相关基因的筛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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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教学模式[7] 

Figure 1  Teaching mode of Technology for Modern Microbiology[7] 

 
第 3 阶段是自主协作，实施方案。在教师的指

导下，硕士生自主或分小组在各自研究室实施设

计的方案(各小组的研究对象与目标尽可能相同，

但具体方案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并得出相应研

究结果。 

第 4 阶段是成果展示，修正完善。各小组将文

献综述及方案实施的过程以 PPT 的形式向班级汇

报，具体包括文献综述(研究进展)、方案实施的目

标、内容、具体过程、所得结果以及方案实施过

程的思想感受、独特体验及注意事项等。 

第 5 阶段是分析评估，拓展升华。教师根据各

小组硕士生的文献综述及方案实施过程与结果的

汇报，总结、评价硕士生在文献综述和方案实施

过程中的参与度、合作意识、效果等。 

3.2  教学策略的选择 

从上述设计的教学模式看，“现代微生物学研

究技术”始终秉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现

代教育教学理念，特别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在

教学中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如下教学策略： 

(1) 项目学习教学法，即以项目为载体，以目

的活动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

一种现代教学方法(也是一种学习方法、教学模式

与课程理念)。在项目学习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

下借助方案设计、实物制作制造、文字图像编

制、角色扮演、问题探究等目的性明确的活动，

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对真实世界的主体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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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9]。如“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课程中“微生物

菌种资源及其系统发育分析”模块的目的活动是要

求硕士生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具有特定性状的微生

物菌种，硕士生可以选择购买、菌种交换、自然

界筛选等多种途径，然后就每种具体方式设计具

体可操作的方案，并予以实施。 

(2) 问题解决教学法，即以解决问题、完成任

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依据教学内

容和要求创设任务情境，以任务来统领整个教学

过程，策动学生通过探索、研究、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学生则在教师指导和问题解决的驱动下

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任务”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助协

作的学习，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10]。如

同样在“微生物菌种资源及其系统发育分析”课程模

块学习过程中，在硕士生获得目标菌株后，教师

又要求硕士生比较分析目标菌株和某些已知菌株

之间的亲缘关系，硕士生根据这一新的“任务”设计

并实施新的方案，最终得出结论。 

(3) 文献阅读教学法，又称阅读—提问—回

答教学法，指学生通过阅读与主题相关的文献资

料，提出与资料有关的问题，在教师指导下，学

生通过小组学习与讨论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策  

略 [11]。 如硕士 生在 学习“微 生 物 基因 功能 的研

究”模块时，教师首先指导硕士生查阅微生物基

因功能研究的文献，引导硕士生思考各种基因

功能研究方法的优劣，最后通过小组学习与讨

论，掌握各种基因功能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其应

用范畴，进而对微生物基因功能的研究方法有

更深刻的认识。 

(4) 小组讨论教学法，即将传统的教师讲授与

组织学生讨论相结合，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达到提高学习效果的

目的。如硕士生在学习“微生物生物大分子相互作

用研究”模块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各

种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研究方法的特点、适用范

围及优劣等。 

4  考核方法的创新 

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

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微

生物学研究技术”改革了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评

价体系，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设定课程成

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闭卷考试及文献综述成绩组

成。其中：平时成绩占比 40%，由硕士生平时的出

勤、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协作意识、作

业、课堂活动等组成；期末成绩占比 60%，由两

部分组成，其一是通过闭卷考试反映出的学生对

课程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其二是每位学

生提交一篇文献综述，反映出学生的文献阅读与

综述能力、表达能力等。 

5  课程建设的成效 

经过 3 年的建设与教学改革，“现代微生物学

研究技术”课程取得了一些建设成效。 

5.1  改革了硕士生的课程教学方式 

“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构建了以“项目学习”

为主要特征、融合多种教学策略的独特教学模

式，改变了传统的课程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与

记”的教学方式。硕士生通过文献调研、撰写文献

综述、设计研究方案、实施研究方案等学习过

程，充分调动了硕士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体现

了硕士生学习的主体性。 

5.2  激发了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兴趣 

“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课程内容选自当前微

生物学的相关热点问题，其中总有一个和硕士生

确定的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相似甚至一致，课程内容

与研究生的科研实践紧密联系；与此同时，硕士

生在课程学习时需要大量查阅相关文献，理解文

献的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每完成一篇文献的

阅读都可以带给硕士生不同程度的成就感，大大

激发硕士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将硕士生平时的

出勤、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协作意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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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堂活动等纳入课程考核范畴，硕士生们对

高分的本能追求也激发了课程学习的参与积极

性，学生们普遍反映自主思维被充分调动，学习

收获极大。 

5.3  提升了硕士生的文献综述能力 

“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课程要求硕士生针对

课程的每一模块内容都撰写一篇文献综述，同时

将方案实施的情况在课堂上汇报。经过一个学期

的训练，硕士生的文献综述能力和表达能力得到

明显提升，表现在本校近两年生物学专业微生物

学方向的毕业硕士生发表文献综述论文的能力明

显高于同专业其他方向的毕业生。如本文通信作者

指导的近三届硕士毕业生总计 6 人，他们中有    

5 人分别以第一作者或其他作者身份发表了“翻译

延伸因子 EF-P 的结构和功能及其研究进展[12]” “生

物工程强化微生物电合成转化 CO2 的研究进展[13]” 

“微生物基因功能的研究策略与方法[14]” “大肠埃希

氏菌的分型方法及其研究进展[15]” “分型检测致泻

性大肠埃希氏菌 PCR 技术研究进展[16]”等文献综

述，充分说明“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课程可有效

提升硕士生的文献综述能力，为硕士生顺利开展

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4  提升了硕士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课程的学习过程引导

硕士生查阅了大量文献，了解了现代微生物学的

研究热点、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及其进展，促使

硕士生能够从全局把握当前微生物学的发展态势

及其热点问题；同时，课程内容中总有一个模块

和硕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相近甚至相同，硕士生

通过课程学习已经了解了该方向的研究方法与技

术及其进展情况，可以直接用于后续学位论文工

作中，提升了硕士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表现在近

两年该方向的毕业硕士生均有创新成果产出，即毕

业时至少有一篇 CSCD 核心库期刊论文发表，如本

文通信作者指导的硕士毕业生吴贤毕业时以第一

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分别发表 SCI 三区和二

区期刊论文[17-18]各一篇；陈宝花毕业时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 SCI 期刊[19]、CSCD 核心库期刊[20]和中

文核心期刊[14]论文各一篇。 

当然，作为一门全新设置的硕士生专业必修

课，该课程还没有相对成熟的教材与参考书，教

学资源主要来自各大数据库的文献资料，下一步

的工作就是在总结课程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编写

适合“现代微生物学研究技术”的教材与参考书，完

善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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