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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食品微生物学优质课程建设的经验和体会。为提升食品微生物学教学效果

和教学质量, 从抓好网络教学资源和教材等教学基本建设, 优化课堂教学体系、改进课堂

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和完善课程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取得较为显著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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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constructing excellent course of 
Food Microbiology,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s of network resource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modifications of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etc. These re-
form measures ar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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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以及食

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 其理

论和实验技术与食品加工、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课程建设, 推进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树立精品意识, 

提升课程质量, 是学校提高育人质量的关键[1]。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我们在食品微生物学课程建

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成为了我校的优质、

优秀课程。 

本文就切实抓好教学基本建设以及教学改革

与创新的探索和实践作一些分析及思考, 旨在与

同行们共同商榷, 以期进一步努力建设好食品微

生物学课程。 

1  力抓网络教学资源和教材建设 

1.1  课程网站建设 
微生物个体微小、结构简单、种类繁多, 是

肉眼无法直接观察以及活着看不清的生物, 采用

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难以表达和呈现微生物

的真实结构。基于网络教学资源与信息技术手段

的应用, 能使抽象的微生物学知识变得具体化、

形象化并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2]。同时, 以教学

网站辅助教学、注重现代化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

用是优质课程建设的重要途径, 为此, 我们建成

了“食品微生物学”课程网站与专题学习网站“南

方食用菌栽培”。 

课程网站与专题学习网站内容的设计, 是根

据本门课程的特点, 在设计手段和制作形式上, 

利用多媒体集图、文、声、像于一体, 通过流媒

体视频、文本、图形、图像和动画等技术将课程

内容加以设计呈现, 生动形象地展示微生物学网

络课程的相关知识点, 使课件内容充实、条理清

晰、重点难点突出、直观性强。 

课程框架的设计, 导航栏设师资队伍、教学

文件、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资源、网络资

源、教学录像、知识训练、课程论坛模块。课程

网站主要内容有以下 4 个方面。 

(1) 课程学习。课程学习模块设置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教学资源 3 个子模块。理论教学、实

践教学模块, 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内容和知识点, 

便于学生自主学习。资源模块主要用来呈现课程

所需要的各种教学内容和资料, 包括教学相关文

件、教材、实验指导书、教学案例和教学参考文

献等。 

(2) 知识拓展。知识拓展模块包括背景知识、

网络资源、学科动态 3 个子模块。背景知识介绍

本学科相关知识和各教学单元模块直接相关的

知识; 网络资源包括微生物网站资源集锦、图片

库、视频、动画、测试题等。学科动态介绍食品

微生物的应用及科技前沿知识, 定期更新。 

(3) 知识训练。知识训练包括习题测试、在

线测试两部分。习题测试含 1 800 道基本知识训

练题和 1 275 道知识提高型测试题, 所有测试题

均在线提供答案, 供学生进行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基本操作的自我测试。“在线测试”设置选择

型和判断型的客观测试题, 其测试结果有利于检

查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 

(4) 师生互动。师生互动模块作为学习者协

作学习的有效工具, 如疑难解答、学习讨论、电

子邮件服务等, 能引导学生独立学习、自由探索、

进行探究式学习[3]。 

多年来, 我们坚持网站建设、网站优化与内

容更新同步进行, 其运行可靠, 获得学生的认可

及喜爱, 在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相关评审中也多

次获得好评和奖励。 

1.2  教材建设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

体,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4]。我们一直重

视选用优秀理论课教材。目前使用的是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面向 21 世纪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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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理论课教材。同时, 我们还推荐国外优

秀教材“Modern Food Microbiology”和《全美经典

学习指导系列——微生物学》(中译本)等作辅助

教材, 以增加学生的知识面和提高英语阅读能

力。针对专业学生与课程自身特点和要求, 我们

自编了《食品微生物学基础实验讲义》、《食品微

生物应用实验讲义》等, 以适应专业发展需要与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 针对不

同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 根据食品质量与安全检

测实践的需要, 已经多次重新组织修编实验讲

义。同时, 我们还提供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

性资料及学习资料目录。 

2  优化课堂教学体系、改进课堂教学
方法 

2.1  以单元式模块教学优化课堂教学体系 
食品微生物学是微生物学和食品科学的交叉

学科, 学生必须在学习微生物基本知识的基础

上, 强化微生物与食品结合的相关内容[5]。紧紧

围绕培养目标, 为解决教学内容多课时相对较少

的矛盾, 我们尝试了以单元式模块教学与内容动

态更新的优化课堂教学体系。新体系中将理论教

学内容划分为 6 个教学模块: ①绪论; ②微生物形

态与类群(原核型微生物、真核型微生物、非细胞

型微生物); ③微生物营养、代谢与生长; ④微生物

生态与食品酿造; ⑤微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⑥食源性病原感染和食物中毒及其控制。在模块

教学设计策略上, 通过分析教学任务与了解学生

已有的知识状态, 尝试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如

情景讲授、网络平台教学和案例教学等。 

单元式模块教学的内容力求基本理论可靠、

信息量大、吸纳新知识, 尽可能包括食品微生物

学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模块化教学的内容既

合理地讲授微生物的种类、形态结构、分类、生

理生化、遗传变异、食品环境中的生长繁殖等生

命活动, 对概念定义阐述准确规范, 又侧重于讲

授与食品有关的微生物、微生物与食品的关系。

与此同时, 在不影响课程知识完整性的前提下, 

对与其它课程重复的内容进行简化。例如, 对微生

物遗传变异的内容, 因与其它课程内容重复, 穿

插在微生物营养、代谢与生长模块中加以介绍。 

对单元式模块教学的重点、难点, 力求阐明

规律与突出生长点。如在微生物生态与食品酿造

的单元模块教学中, 教材上关于酿造酒、醋和其

它调味品的生产工艺等内容是酿造学、食品发酵

工艺学的重点内容, 只需作简单讲解, 而食品微

生物学则阐明其规律, 着重介绍食品发酵菌种的

类型、生长特性与作用。同时, 对微生物菌体食

品、微生物性保健食品和优质高产酿造菌种选育

及其发酵特性研究等生长点作介绍。 

2.2  追踪学科发展前沿与重视实例并举激发

学生求知欲 
微生物学知识更新速度快, 研究方法与时俱

进, 追踪学科发展前沿与研究热点, 可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和创新欲[6−7]。教材上常常不能及时将学

科发展前沿动态知识和学科知识体系进行更新, 

这就要求在授课时, 不能局限于教材上的理论知

识, 还必须介绍当前食品微生物学科发展的新成

果、新理论和新技术。如, 介绍幽门螺杆菌、储

粮微生物控制技术、微生物塑料等, 实现以现代

学科发展的观点组织教学内容, 达到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与主动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课堂教学中, 通过插

入贴近实际的例子, 是激发学生学习微生物学兴

趣的又一有效途径。利用身边发生的事件, 如艾

滋病、SARS、H1N1 流感、疯牛病, 还有近期新

出现的手足口病等介绍微生物, 让学生从贴近实

际的例子导出微生物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在微

生物生态与食品酿造的单元模块教学中, 介绍微

生物工程在酒精饮料、奶酪制品、活性多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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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米、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胡萝卜素及活性微量

元素开发中的应用等, 让学生深刻理解微生物与

人类生产的关系,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最终达

到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 

2.3  借助网络资源丰富课堂教学情境 
在教学中,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创设丰富的

教学情境, 使课程的教学变得形象、直观、有趣、

有内涵。如, 在“微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单

元模块教学中, 通过多个视频和图片介绍微生物

酶、微生物风味物质和微生物保健食品生产中独

特的资源微生物个体和群体形态, 让学生对资源

微生物有强烈的感性认识, 并感受微生物的奇

妙。又如, 借助“食用蕈菌”视频和图片, 让学生感

触小小的微生物也像一些高等动物植物一样, 具

有如此巨大的生物合成能力。再如, 通过展示生

物膜、多糖以及来自微生物的各种保健产品的图

片资料, 使学生惊讶地发现: 原来微生物与我们

的生活如此密切相关, 对人体的健康有奇妙的保

健功效！借助网络资源丰富课堂教学情境, 是调

动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的有效措施。 

2.4  将 PBL 教学引入课堂教学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一种基于问

题进行学习的教学活动, 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为

中心的教学模式, 是一种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 又能充分体现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

模 式 [8], 我 们 利 用 校 园 网 BB 教 学 运 行 平 台

(Blackboard academic suite), 在部分单元模块中

尝试了开展基于问题学习的教学。如, 在食源性

病原感染和食物中毒及其控制的单元模块教学

中, 尝试了这样的教学活动: ①引入典型案例和

提出问题。在本单元模块教学中, 在讲授了食源

性病原感染和食物中毒基本知识、关键知识之后, 

引入典型案例, 并提出如下问题: 造成食源性疾

病和食物中毒的原因是什么? 食源性疾病与传染 

病以及中毒性疾病有什么关系? 食源性疾病流行

的危险因素是什么? 食物中毒有哪些特点? 在生

活中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预防食物中毒? ②组织

讨论与分析。学生通过单元模块学习、阅读案例, 

以小组为单位搜集信息, 综合各种信息和资料开

展讨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教师通过 BB

平台给予协助和引导。③讨论与答疑。通过课堂

讨论、PPT 演讲等检验学生 PBL 学习的成效。在

课堂讨论和 PPT 演讲时, 要求综合组内同学的

观点与见解 , 由小组长作汇报 , 其他同学作补

充。对汇报内容要求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如需

确定事件是否为食物中毒? 若是, 其属何种性质

的食物中毒? 造成此食物中毒的原因是什么? 对

此类食物中毒的病人处理的关键在哪些方面? 如

何防止类似中毒事件的发生? ④总结、评价与反

思。教师根据学生在课堂的主题发言、汇报及答

疑时存在的问题, 对大纲要求掌握和了解的知识

点进行点评, 引导学生回忆知识的形成过程, 反

思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

将 PBL 教学引入食品微生物学课堂, 我们体会

到既是师生知识交流的过程, 也是师生思想情

感交流的过程, 师生互动, 教学相长。 

3  强化实践教学和完善课程考核方式 

3.1  以能力和素质培养为目标强化实践教学 
食品微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为

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提高学生综合实验素

质, 我们设置了“食品微生物基础实验”和“食品

微生物应用实验”二门独立实验课。实验课设置基

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研究创新性实验三个层

次。通过基础实验强化学生对实验基础知识、基

本方法、基本技术的理解; 通过综合实验激发学

生的创造性并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 通

过研究创新性实验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提

高他们的科研素质[9]。 



526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2013, Vol.40,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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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实验注重对基本实验操作的规范和技

巧, 训练学生熟练掌握微生物学基本实验技术, 

诱导学生自主实验。如在显微技术、染色技术、

微生物纯培养技术的实验教学中, 要求学生结合

对典型食品微生物的细胞形态和结构的观察, 对

微生物进行分离培养, 不仅要获得相应的观察与

分离培养实验结果, 还要重视操作技能的规范。 

在完成基础实验环节后, 参考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中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 开设“食品中菌

落总数测定”、“食品中大肠菌群计数”、“食品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和“罐头食品商业无菌的

检验”等综合实验, 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增强团队协作意识, 

巩固深化所学理论知识, 提升综合应用能力。 

研究创新性实验是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实践环节[10]。我们以开展

第二课堂拓展实验的形式鼓励学生参加研究创

新性实验, 如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学生学术基金、实验室开放基金、挑战杯以

及由教师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研究性实验等创

新性实验项目。在创新性实验项目中, 由学生自

主选题、自行设计并在教师指导下以开放实验的

形式完成项目, 实验过程类似一个比较完整的科

研过程, 有利于培养学生科研素养。 

3.2  实施注重综合能力的考核形式 
经过多年的实践, 我们逐渐形成了以网络单

元测试、网络学习成绩和笔试成绩相结合的课程

理论课考核体系[11]。笔试考核内容则在原来的理

论考核中融入了较多的综合能力考试。实验课程

以单独考核计算成绩, 根据实验教学的特点采取

不同形式的考核方法。食品微生物基础实验的考

核, 按实验课出勤、实验预习、实验态度(占分

10%); 实验数据记录及开放实验登记(10%); 实

验操作技能与实验效果(30%); 实验报告(50%)。

食品微生物应用实验的考核, 则要求学生提交实

验课程论文, 重点考核综合实验能力。 

优质课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教学改革、教学

实践和教学研究的过程, 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12]。通过这几年的改革尝试, 食品微生物学

课程初步获得了专家、教师和学生的认可。 

今后, 我们还将继续学习同行的宝贵经验, 

狠抓教学团队和教材建设, 不断完善网络课程, 

积极推进教学创新和改革, 全面提升教学效果和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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