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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生导师制是在适应新时期高等医学教育培养体制下产生的一种“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

和创新精神需要”为理念的制度, 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医学微生物学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体现

了“以学生为主体, 以提高能力素质为核心”的教学理念,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增强

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综合素质, 切实提高了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质量, 值得深入学习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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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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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is a new cultivation pattern generated to suit the modern 
medical educational program, aiming at meeting the demands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spirit, which overcomes, to a great degre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patterns. By 
setting up the teaching theory of students becoming the leading actors and improving their comprehen-
sive qualities as the core, the tutorial system brings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into full play, en-
hances their practic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which deserves in-depth study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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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 其中本科生教育

是最重要的生命线。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国家对创新型人才和素质教育的需求更为迫切。面

对新形势 , 根据“强化素质教育 , 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的战略性教育方针 , 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机制

方面面临着提高本科生的培养质量, 促进学生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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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这一亟待解决的课题。本科生导师制就是

在借鉴国外高校教育和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结

合现行的教育体制, 为加强素质教育, 培养创新人

才所做出的尝试[1]。笔者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 深

刻体会到本科生导师制脱离了传统课堂教学的束

缚, 在培养学生基本操作技能、独立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医学素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医学本

科生今后临床课程学习、医疗实践和基础研究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  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对提高医学微生物学
教学质量的必要性 

1.1  医学微生物学课堂教学传统模式的弊端 
医学微生物学是基础医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是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 理论性和实践

性很强, 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关系密切, 临

床各科疾病几乎都与微生物感染有关。另一方面 , 

作为医学科学发展的前沿学科, 生物技术发展的日

新月异, 新现与再现传染病的不断出现等, 都需要

医科学生全面掌握, 灵活应对。然而, 由于医学微生

物学所包含的微生物种类繁多, 数量庞大, 造成了

该学科具有内容繁杂分散、知识点琐碎、逻辑性系

统性较差等特点, 课堂讲授过程中容易给学生造成

抽象、零散、枯燥、易混淆的感觉。此外, 由于该

课程的设置与临床学科课程体系设置尚存在一段

距离, 学生还未系统接触过临床问题, 无法切身体

会到本课程与临床的联系 , 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2]。 

传统的医学微生物学课堂教学采用的是“单向

灌输式”的教学模式 , 即“以教师为中心 , 教师利用

讲解、板书和各种媒体作为教学手段和方法向学生

传授知识, 学生则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在

这种教学模式中, 主要靠老师向学生灌输知识, 学

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其主动性、积极性难以发挥, 

不能很好地保证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也不利于学生

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现代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创

新型、实用型的综合性医学人才, 高等医学院校必

须要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来实现这一目标。提高教学

质量就要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其中教学方法

具有决定性意义, 只有先进的教学内容而没有科学

有效的教学方法, 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虽然

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新的课堂教学理念[3], 比如“以问

题为中心”的教学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教

学法)[4]、支架式教学模式(Scaffolding instruction)[5]

以及抛锚式教学模式(Anchored instruction)[6], 它们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统的教学方法, 但是, 这些

教学模式仍然以课堂为中心,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教师讲 , 学生听”的传统模式 , 学生仍然处于较为

被动的学习状态。 

1.2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传统模式的弊端 
现代医学是建立在实验生物医学基础上的, 实

验教学兼有验证学科理论和技能训练的功能。医学

微生物学是一门形态学科, 同时也是一门技术性很

强的实验科学, 实验课的设立是医学微生物学教学

中的重要一环, 对于学好医学微生物学至关重要。

实验课一般占医学微生物学总学时的 1/3 左右, 通

过开设实验课, 有利于学生理解、验证和巩固医学

微生物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学习和掌握医学微生物

学的基本操作技术。目前全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的医

学微生物学实验课设置多为简单验证性的重复实

验, 以单纯性地验证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为主要目

的 , 老师怎么讲 , 学生怎么做 , 忽视了学生独立操

作、独立观察思考、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

力的培养。具体来讲,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学生综合实验技能培养的忽视: 在传统的验

证性实验里, 学生根据编写好的实验指导, 按照现

有的实验流程, 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 观察实

验结果。虽然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和巩固课

堂上所学的医学微生物学的理论知识, 但是学生自

身没有机会去发现问题, 更没有机会去思考和解决

问题, 充其量只是对实验失败的结果进行讨论, 但

也只是很肤浅的。在这种实验教学模式下, 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很难得到真正的培养, 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也难以调动。 

1.2.2  学生实验技能训练还存在不足: 就现有的医

学微生物学整体实验教学体系而言, 学生实验技能



776 微生物学通报 2011, Vol.38, No.5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训练缺乏系统性, 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尽管在传统实验教学过程中也强调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 但传统实验教学的主要

目的仍然是为理论教学服务的, 并非以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为主要目标。事实上, 本科生

创新能力培养是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标志, 是我们进

行教学改革的核心, 是培养高素质医学专门人才的

根本,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当今社

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1.2.3  学科间欠缺交叉融合: 医学微生物学是一门

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是伴随着生命科学多个领域和

多种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 处于生命科学发展的前

沿, 自然界中许多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都是通过研

究微生物这一微小的生命体得以实现的。目前医学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体系的现状是, 相关学科的实验

缺少交叉融合, 实验内容单一死板。在安排实验教

学内容时, 仅考虑到本课程的教学要求, 未能做到

与其它相关学科之间(如免疫学、细胞生物学等)的

交叉融合, 从而造成学科之间缺乏连贯性和综合性, 
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就很难得到提高。 

1.2.4  缺乏必要的交流机制: 按照传统的实验教学

模式, 实验任课教师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学生和授

课老师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机制, 他们不能进行双

向选择 , 在实验内容的选择安排上也没有主动权 , 
教学双方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有效

的发挥, 教师和学生都在被动的过程中完成教与学, 
教学质量大打折扣。 

2  推广本科生导师制对提高医学微生物学
教学质量的可行性 

随着医学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本科生导

师制这一新的互动式教学理念正逐步地在我国诸多

高等院校中得以实施, 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很大

的成功。笔者所在学校近年也在总结传统教学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 , 开展了本科生导师制的教学改革 , 

获得了广大师生的欢迎。事实证明, 本科生导师制

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教

学方法的弊端, 切实提高了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质

量, 尤其是实验教学上效果显著。与传统教学方法

进行对比分析, 本科生导师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2.1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由于本科生导师制这一新的教学模式是在学生

自愿的基础上选择教师和实验项目, 学生可以根据

自身的学习情况、能力及兴趣, 选择个性化发展方

向。通常每位老师只带 4−5 名学生, 全程指导他们

的课内外学习和科研实践。另一方面, 导师则可以

充分了解这几名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习动力、智力

水平和培养潜力等, 从而按照学生的个人能力因材

施教 ; 同时 , 在带动学生参与各种实践的过程中 , 

导师便于发现优秀人才的潜在培养价值, 并进行早

期培养。因此, 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能够拓宽师生

沟通的渠道, 拉近师生的距离, 使学生更好地了解

教师个人的学术成就, 感受大学校园浓厚的学术氛

围, 从而激发本科生尝试科研的兴趣, 增强学习的

主动性。季羡林大师就曾经说过: “一个大学, 人才

不是在课堂里教出来的, 而是在大师所创造的氛围

中熏陶出来的。”  

2.2  增强了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综合素质 
由于本科生导师制是借鉴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负

责制的方式 , 由各专业教师领衔负责 , 因此 , 本科

生所选择的实验内容通常是在参考教学大纲和教学

内容的基础上, 制定编排的贴近自然科学的实验课

题, 融合了多学科交叉和多种技术的综合运用。这

是传统的医学微生物学单一实验教学无法做到的。

课题中的每一个实验都是由准备工作开始, 经历实

验操作、结果判断和分析讨论等步骤, 增强了完整

性、系统性和长效性。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 

教师带领同学们首先查阅与本实验有关的理论内容

和前沿进展, 再查阅与本实验有关的新技术、新方

法, 通过查阅练习, 使学生了解文献查阅的基本方

式。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 设计和完善实验技术路

线, 独立配制实验所用的各种试剂, 最终完成各项

实验步骤。在这个连续的系统过程中, 导师不再是

知识的灌输者, 而是鼓励学生独立学习和思考。导

师教学的核心目的是培养学生探究知识、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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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重在培养学生如何看待事物, 如何将事实

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综合素质。学生能够在导师那

里获得思想的独立, 以形成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 创新意识与动手能力进一步增强, 最终实现

实验技能和综合素质的稳步提高。 

2.3  培养了学生的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医学实验本身就是一门实践科学, 本科生导师

制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工作

作风。每个实验都包含着不同的实验技术、不同的

实验路线, 不同的操作方法可能得出不完全一致的

实验结果。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才能对

实验数据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进行整体分析, 得

出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 医学实践是一个长期的

探索过程, 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这就需要学生有锲

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品质, 最终

使学生的心理和意志得到很好的锻炼。 

2.4  充实了实验教学内容 更好地体现了实验教

学目标 
本科生导师制实验项目通常结合了实验教学指

定(教学大纲要求内容, 每位学生必选)和选修(实验

内容新颖、方法先进)两部分内容, 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传统实验内容范围的覆盖不全, 达不到教学大纲

要求的缺陷。同时, 实行本科生导师制改整班学生

一起上实验课为学生分组由导师全程负责指导, 该

实验教学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实验

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 主动地发现问题 , 

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动

手能力 , 真正体现了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的目

标。此外, 本科生导师制实验教学还能改实验室定

时开放为全方位开放, 利于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提

高实验室与实验设备的利用率。这样能提高学时的

利用率, 更加有效、合理地使用学时, 使实验教学的

内容显得更加紧凑充实, 更好更全面地实现医学微

生物学的实验教学内容。 

3  本科生导师制的具体实施方法 

本科生导师制从最初理念的引入到如今诸多高

等院校的普遍实施, 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诸如经费、师资、评价、考核与激励

机制等问题, 需要及时加以解决。在继续深入推进

本科生导师制的过程中, 应加强实践, 及时总结经

验, 并采取切实措施缓解制约导师制发展的问题和

矛盾, 使本科生导师制取得更大的发展和突破。具

体应做到: 
(1) 实行“双向选择”与组织安排有机结合。首先

由本科生导师提出申报计划 , 包括导师的研究方

向、科研课题名称、发表论文和获奖情况以及所需

学生的具体要求, 然后由学生根据个人志愿和兴趣

爱好及课题内容选择导师。原则上导师指导本科生

的人数应控制在 10 人以内。未能达成“双向选择”意

向的导师或学生则由教研室统一协调和安排。 

(2) 倡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随导师参与相应

的日常研究工作, 学生除完成计划内的实验任务外, 

鼓励参与各类横向、纵向课题研究, 尤其是参与导

师的课题研究。学生完成实验任务后, 应鼓励其独

立撰写科研论文甚至 SCI 论文, 经导师协商讨论后

投稿发表, 对有一定影响力的发表工作给予适当的

奖励。 

(3) 营造积极的学术氛围。导师协助安排学生

的学习计划, 师生之间随时可以就某个学习问题进

行对话与交流。建立学生读书论文报告会制度和学

生学术成果登记和展览制度,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

校的各类学术报告, 教研室内部的实验室会议(Lab 

meeting)和学术讲座报告会(Journal club), 鼓励他们

积极思考, 勇于发言。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 及早发

现和培养科研尖子, 吸引和推动学生勤奋学习, 刻

苦钻研, 促进学生课外学术氛围的形成。 

(4) 确定重点培养对象延长指导时间。以上的

实施工作通常都在设立了微生物课程的学期进行 , 
经过选题、实践、论文汇报与产出后, 某些个人兴

趣强烈未来有深造意愿的学生 , 可继续跟随导师 , 
完全参与到导师的相关课题研究中。这是一个长期

的实践过程, 可以说是为微生物学领域准备后备人

才。经过更加严格的实验操作和思维训练, 该学生

不管是从事微生物的科学研究, 还是以后进行临床

工作, 其个人学习能力、思考能力以及动手能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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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国外众多高校

和研究所对于所招收研究生 , 要求其入学成绩中

必须要有实验室实践经历的原因。一个学生必须在

充分了解实验室的工作特点, 科研工作完整流程后, 

自己主动来选择是否继续深造 , 以及深造的学科

方向。 

综合上面的基本措施, 笔者在指导本科生创新

实践的过程中, 就设立了“细菌的基因敲除”这一实

验内容, 这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是涉及不到的。这

一内容一经推出后, 很多学生对此实验非常感兴趣, 

有的同学主动要求与老师进行实验前准备, 了解实

验细节和注意事项, 有的同学则积极上网查阅基因

敲除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前沿进展, 了解与本实验有

关的技术方法等。“细菌的基因敲除”看似简单的几

个字, 却涉及了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和实验动物学等诸多领域的技术融合, 包括培养

基的制备、高压灭菌、细菌的培养、质粒的构建和

提取、细菌的转化、药敏试验、突变株的筛选、PCR、

Southern 杂交、表型鉴定以及动物实验等一系列步

骤。通过实践, 同学们参与了实验的各个环节, 取得

了大量平时难得的动手机会, 还学习并实际操作了

许多书本上或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从最基本的

实验准备, 到反复实践的微生物基本操作技术, 以

及分子生物学常用的技术。每次实验的结果, 都可

以给学生以最直观的认识, 激发学生的思考以及进

一步的学习, 平时课堂中难以理解的细菌转化、质

粒等抽象概念变得清晰和深刻; 在传统实验教学中

常被忽略的无菌操作技术, 也成为了学生的基本实

验习惯。通过本科生导师制, 使学生掌握了实验室

科研工作的基础理论知识, 熟悉了操作技能, 培养

了学习兴趣, 锻炼了思维整合能力, 所达到的效果

是远非课堂教学可以比拟的。 

4  结论 

医学微生物学是基础医学中理论性和实验性都

很强的学科, 通过实践教学促进课堂理论教学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何建立以“打实基础, 强化实

践 , 突出创新 , 注意综合”为指导思想的教学体系 , 
将学生培养成“专业基础扎实、知识结构宽厚、动手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具有创新意识的复合型人才”, 
是医学微生物学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科生导师制是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

念, 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

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教书

育人、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是目前高校本科生管

理与教育的一种理想模式, 值得深入学习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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