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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语教学是当前国家教育部大力提倡的教学方式之一, 根据普通高校的特点, 结合教学

实践, 分析了实施微生物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从教材的选取、教纲的制定、教法的实施等方面进

行了积极探索, 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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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lingual teaching is one of the methods advoc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university and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we 
analyzed the fea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bilingual teaching in the common university, and some useful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from practice for bilingual teaching in choosing textbooks, formulating learn-
ing outlines, implementing teaching manner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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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尤其是生命科学的

发展 , 生物学专业人才培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 

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广泛的国际合作, 成为 21 世纪

生物人才的敲门砖。2001 年 9 月, 教育部下发了《关

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

干意见》(教高[2001]4 号)。其中要求: “本科教育要

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

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 

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 WTO 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

专业, 更要先行一步, 力争 3 年内, 外语教学课程

达到所开课程的 5%−10%”。我国高校微生物学教

学中采用双语教学仍不多见 , 目前有上海交通大

学、重庆大学、武汉大学及华中农业大学等进行

了微生物学双语教学 [1]。本学院近年来对微生物学

双语教学进行了改革研究 , 为实施微生物学双语

教学、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促进普通高校双语教

学 的开展做出积极的探索 ,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

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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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生物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中的基础课程, 对实施双

语教学具有铺垫作用, 对推动和促进我国生命科学

教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 实施

双语教学也是迎接新世纪挑战和教育改革发展的必

然趋势, 应该作为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和热点[2]。 

黑龙江大学微生物学课程通过专项师资培训及

加大经费投入, 经过近10年的发展, 逐步摸索出了

适合国情、校情、课情的微生物学双语教学之路。

2004年 , 微生物双语教学已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 

学校教务处和主管部门领导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并

于2010年被推荐申报了国家双语示范课程。同时 , 

我校与国外定期和不定期的进行学术交流, 教师和

科研人员出国进修和考察的机会越来越多, 双语教

学具有一定的师资基础。笔者在微生物学课程的教

学过程中, 一直进行双语模式实践, 曾于2002年被

黑龙江大学派赴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进修, 在双语

教学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另外, 鼓励与

引导学生在利用学校免费网络资源培养微生物学兴

趣的同时尽量多访问生物相关网站, 如小木虫、丁

香园、生物谷等等, 多搜索与微生物学相关的英文

科 技 报 道 , 由 易 到 难 , 量 变 必 然 引 起 质 变 。 在

2005−2006学年第二学期的教学评价中为良好 , 学

生 对 主 讲 教 师 双 语 教 学 的 评 教 分 数 达 到 95 分 ; 

2006−2007学年第二学 期的教学评 价继续为良 好 , 

学生对主讲教师双语教学的评教分数达到94分。

90%以上的学生在民意测评中表示愿意接受微生物

学双语教学, 初步实践结果表明该课程实施双语教

学是完全可行的, 也是非常必要的。 

2  微生物双语教学实践 

在笔者近 10 年的教学实践中, 深感教材的选取

是关键, 教纲的制定是基础, 教法的实施是难点。 

2.1  教材的选取 
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每年招生约 350 人, 

这些学生都学习微生物学课程, 其中生物技术专业

是本科一批招生, 学生英文功底扎实、表达能力强, 
这些学生将成为学习微生物双语课程的主流, 他们

入校时数理化和英语基础较好, 在一年级《有机化

学》的学习中接受了部分双语授课, 并在二年级已

修完了《生物化学》课程, 所以已具备在《微生物

学》课程上接受双语传授本学科理论前沿知识和相

关研究技能的前提。 
本课程组在教材的使用与建设上, 锐意改革、

大胆尝试, 采用最新的微生物英文原版教材与国内

优秀教材配合使用, 从而打破了教材单一, 内容陈

旧、缺乏交流的局面。我们选用普通高等教育“九五”

国家重点教材、武汉大学的沈萍教授主编的《微生

物学》作为中文教材, 这本书较好地处理了基础性、

系统性和先进性间的关系, 是国内难得的一本优秀

教材 [3], 与此同时我们选择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影

印的“Microbiology” (Fifth edition)作为外文教材。这

样选用教材, 既使教学内容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深

度和广度, 又让学生汲取外文教材中的精华——简

明清晰的图表、逐层展开的讨论、较强的逻辑性和

较新的知识体系 [3], 能够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各种能

力。此外, 我们根据近 10 年的教学实践经验, 已将

教学内容和课堂笔记进行整合, 形成有自我特色的

微生物双语教学教材, 该教材内容与电子课件基本

一致, 所含信息量大, 能简略、清楚地表达授课的主

要内容 , 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 ; 同时 , 

该教材还起到教学参考书和笔记的作用, 学生在课

堂上可以“以划代记”, 省去记笔记的时间 , 集中精

力去理解掌握教学内容。同时, 鼓励学生使用网络

版教材[4]。该种教材的选取方法, 我们已经在本学院

学生中进行了长期试用, 学生反映良好。 

2.2  教纲的制定 
国外教材普遍内容较丰富 , 适应面较广 [5], 所

以在教纲的制定上, 我们根据各专业教学侧重点的

不同而进行了删节, 同时以沈萍教授主编的《微生

物学》作为中文教纲参考。在教纲的制定上实现了

国际化和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 

教学实践中, 我们着眼于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

度, 突出本课程的工程应用特点, 注重现代微生物

技术的教学内容, 加强基础理论与应用微生物技术

的联系, 使学生的知识体系结构跟上学科发展的步

伐。要实现这个目标, 教师不应拘泥于双语教材的

现有理论和知识, 要丰富教学内容, 对照国内学科

专业相关的理论基础、发展状况和实践效果, 添加

与课程相关的国内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 拓宽学生

的知识面。笔者在双语教学的实践中, 对这一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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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颇深: 双语课程的国外原版教材或改编教材可以

说是“原汁原味”[6], 对于学生理解国外该门课程的

精髓和教材原意很有帮助, 但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

究积累、理论进展与教材知识点所对应的现实状况

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如果教师在双语教学过程中

只是照搬国外教材内容、采取纯粹的“拿来主义”, 而

没有对照国内的实际研究状况进行适当的提炼、加

工、融合与补充, 学生所获得的收益将是有限的, 而

且很可能导致学生对本土知识和中国国情了解不

多, 所以在开展双语教学时, 应将英文和中文课件

的内容进行整合, 鼓励学生进行比较学习, 并根据

开设微生物学的各个专业的要求和特点, 以及学时

限制, 对教材内容作适当的取舍, 以使学生更好的

把握双语课程的精髓[7]。 

本学院共有 4 个本科专业, 在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的安排上, 理论部分都是围绕原核微生物、真

核微生物及病毒 3 大类群微生物的形态、生理、代

谢、遗传和分类展开, 力求做到概念准确清晰、叙

述简明扼要。然后, 根据各专业的特点, 对授课内容

进行适当的取舍, 比如说, 在给食品科学专业的学

生授课时, 我们适当压缩了“微生物遗传”与“微生物

基因表达的调控”这 2 章的内容; 在给生物技术专业

的学生授课时, 则对“微生物遗传”这一章的内容适

当增加基因工程与操作的讲授,再利用 3−4 个学时讲

述“微生物重组与质粒”及“基因工程”专题; 针对生

物工程与生物制药专业, 对于“微生物与基因工程”, 

学生会在其他专业课程中比如说《分子生物学》中

学习这部分内容, 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就省略

了该章节 , 分别着重讲授了“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及

其控制”与“病毒”这 2 章。另外, 从互联网及英文微

生物学学术期刊上收集最新的综述性文章, 并结合

国外原版教材中的精美插图给学生进行讲解, 努力

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这种教纲的制定方法, 我

们在 2004 级以后的学生中进行了试用, 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 

2.3  教法的实施 
在教法的实施上, 我们尝试使用点线面结合、

循序渐进式教学模式。点即专业词汇, 线即对英文

句义的理解, 面即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循序渐进即

对点线面的逐级渗透, 从我会听到我会记到我会说

的过程。 

在这点上, 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都有体会, 那

就是必须要注意因材施教, 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

果。学生是微生物学双语教学的直接接受者和受益

者, 学生的外语水平和接受双语教学的能力直接影

响双语教学实施的真正效果。作为国家普通高校 , 

学生生源素质一般, 同时由于我国英语教学的弊端, 

学生的基础英语水平参差不齐, 尽管有些学生英语

四、六级都通过了, 但英语实际应用能力, 特别是听

说能力较差, 因此实行微生物学双语教学也并非每

个学生都可以轻松接受[6]。针对这种现象, 我们尝试

使用点线面结合、循序渐进式教学模式。笔者多年

来, 在微生物教学工作中十分注重收集微生物学相

关概念的英文表达及解释, 在开始教学时采用英、

汉交叉 , 使学生逐步达到能流畅地使用英文表达 , 

对于生僻专业词汇、菌株学名等都用中文进行表达

或解释, 同时加强对专业英语词汇的讲解, 介绍一

些科技英语词汇的构词特点, 以及专业英语语句的

特点, 传授一些阅读理解外文文献的技巧, 促进学

生对外文教材、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经过笔者对这

种教学方式进行反复的摸索与改进, 学生很快适应

了这种教学方式, 双语教学的优势和长处也就慢慢

地凸显出来。 

在对学生进行课程考核时 , 采用了结构化评

分方法, 即平时成绩占30%, 期末卷面成绩占70%。

根据不同阶段的教学安排, 灵活运用提问、讨论、

课程小论文等方式了解学生平时的学习状况, 尤其

是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次数及质量被列为平时成绩

的重点, 以此来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提高他们

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水平及对知识掌握程度。在

期末考试中 , 试题中、英文考题的比重为70%, 对

于一些比较基础、简单的题目, 如填空、名词解释、

判 断及选择题中全部采用英文题 , 但对于难度较

大、技术性较强的问答题, 则采用中文题。 

3  结语 

实践证明, 微生物双语教学不是一蹴而就的工

作, 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改

革工程, 但微生物双语教学又是培养高素质学生的

一种良好的教育模式, 也是一种正在尝试中的教学

方式,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总结, 以上是

我们在微生物双语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实践, 希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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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院校开展双语教学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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