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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设计与应用 

陈莹莹  张松*  谷峻  李淑彬  庞启华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微生物学数字课程是以微生物学知识内容构建、借助高等教育出版社云课程平台传播

的课程。作者编著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介绍了微生物学数

字课程的设计与教学应用。该课程结构设计包括章节名称、作业、基本问题、小组专题讨论、

课程论文、自由讨论区；资源设计包括教学录像、电子资源(教学课件、动画等)、网上自测；

交互设计包括讨论、留言、疑难解答等；构建出课前教师在平台发布课程资源和学习任务—学

生登录平台观看资源—课中教师进行疑难问题解答及知识总结—学生进行问题讨论、课题成果

汇报—课后学生提交作业及网上自测的教学模式。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微生物数字课程对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合作学习能力、信息技术素养及学习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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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CHEN Ying-Ying  ZHANG Song*  GU Jun  LI Shu-Bin  PANG Qi-Hua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is a curriculum that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Microbiology knowledge and is disseminated through ICC platform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The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compiled by authors has been published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an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teaching applications of it. The structural 
design includes chapter titles, assignments, basic questions, group discussion, course papers and free 
discussion Forum; Resource design includes teaching videos, digital resources (teaching courseware, 
animation, etc.), and online self-testing; Interactive design includes discussion, reviews, 
troubleshooting and so on.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how to build an online teaching mode: teacher 
publish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learning tasks before classes on the platform—students logging on 
to watch resources—teachers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summarizing knowledge in classes—students 
discussing questions and making reports—after-class students submitting homework and self-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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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of teaching practice show that the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interests, cooperative learning abil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complishment 
and learning ability. 

Keywords: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application 

微生物学课程是高等院校生物学专业的必修

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线学习、网络学习

等新型教学模式不断涌现，课程的信息化、数字

化成为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1]。进行微生物学

数字课程(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设计与

开发，有利于使微生物学教学突破时空的限制，

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微生物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使其学习紧跟时代的发展。作者研制的《微

生物学数字课程》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本

文主要介绍该数字课程的设计与教学应用。 

依托云计算的云课程平台(ICC platform)是融

传统与现代教育教学活动及其管理方式为一体的

操作和创新平台[3]。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云课程平台

是为广大师生提供的可以进行教学活动的平台。该

平台采取模块化结构设计，根据课程需要，教师可

以自主添加模块，快速搭建所需的教学环境，如设

置教学视频、自测题、讨论主题等模块[4]。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是以微生物学知识为基础

构建、借助网络云课程平台传播的课程。该课程的

教学内容以微生物学的基础知识为主线，将各个章

节的教学录像、演示文稿、动画等多样化的教学资

源上传到云课程平台并研制成课程供学生学习，并

辅以自测题、探究性课题等作为拓展学习。该课程

的教学活动包括课前、课中、课后的自主学习、小

组合作学习等活动，通过多样化的互动形式，以切

实提高学生对微生物学课程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学

习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和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

为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

大要素。其学习观认为学习是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

和背景对外界信息进行主动的选择和加工，获得学

习的意义[5-6]。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的学习

是个体对刺激情境的反应，并将学生学习到的行为

解释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7]。因此，教师要使

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能让学生及时了

解自己的学习状态，就有必要设计出适合学生自主

学习的课程。 

与单一教学模式的传统课堂相比，将信息技术

与学科课程整合后的数字课程有其优越性：(1) 教

学不受时空限制，教师利用云平台以充分拓宽教学

空间，学生也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课程及最新资料；

(2) 兼顾学生“共性”与“个性”，让每个学生根据需

要获取适合自己的课程资料；(3) 云平台的交互方

式丰富多样，师生交流及时，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4) 知识测验准确便捷，学生可随时根据自

己的知识掌握程度调整学习状态[8]。 

本文对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设计原则、结构设

计、教学应用效果等进行探讨，为数字课程的建设

提供参考，为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新形态教材及教学

模式的构建提供依据。同时，通过对微生物学数字

课程的应用模式探索，推进数字课程在教学实践中

的运用，促进微生物学教学模式的改革，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1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设计及研究方法 

1.1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设计原则 

(1) 自主性原则：数字课程学习是以学生为

中心的学习，课程的设计首先要对学生的学习需

求、学习能力进行分析，体现对学生学习方法的

重视。 

(2) 开放性原则：开放性包括学生参与的开放

性、教学内容的开放性以及教学活动的开放性[9]。

首先，学习方法应当由学生自主控制；其次，教学

内容应该相互关联，能够随时补充新内容；第三，

教学活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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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协作性原则：数字课程的设计应发挥网络

的特性，为学生提供恰当的分组和协作空间，以培

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1.2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功能分析 

1.2.1  在线学习功能 

在线学习功能是数字课程建构的基础，学生可

以自主选择需要学习的资源和材料开展同步或异

步的学习。主要包括本课程每单元的学习目标、需

要阅读的材料和内容列表，丰富和扩展知识所需要

的进一步学习活动。包括以多种媒体形式呈现的学

习材料以及作业、测试等环节。 

1.2.2  教学信息管理功能 

教师需要发布和管理学习信息，如教学教材、

配套参考书、教学大纲、课程时间和教学进度安排

等。以实现教与学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此外，也需

要有相应的模块对最新课程调整等信息进行及时

发布。 

1.2.3  教学资源的管理和服务功能 

包括数字资源的上传、管理、储存、下载。学

生和教师均可上传和下载包括视频、动画、演示文

稿、讨论文档等资源。 

1.2.4  学习交互功能 

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可以对问题

进行答疑和讨论，在其中实现教与学的互动，帮助

教师对学生进行更有效的辅导。 

1.2.5  数据统计功能 

记录和统计学生在平台的在线学习行为，可以

了解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效果。教师可以通

过该功能分析教学效果、调整教学方式，并督促学

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1.3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设计 

1.3.1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结构设计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适用于微生物学的教学和

网上学习，要做到将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形象化，

还要提供教学指导和教学答疑，以促进学生对微

生物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运用和理解。课程的一

级菜单包括各章节名称、作业、基本问题、小组

专题讨论、课程论文、自由讨论区。其中各章节

题目下设置二级菜单教学录像、电子资源、网上

自测。这几个部分构成了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统一

整体，相互联系[10-11](图 1)。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结构和功能介绍如下。 

(1) 课程公告 

本模块主要用来公布重要的课程信息，如教学

计划、考核标准等，若有临时通知，也可选择同步

发放到各成员的邮箱。 

(2) 学习资源 

各章节是学生进行学习的主要场所，学生主要

通过教学录像、电子资源、网上自测 3个模块完成

知识的获取、巩固和评测，以完成对自己学习情况

的反馈(图 2)。 

教学录像：本模块由教师上传已录制好的教学

视频，供学生观看。其中教师可以设定学生必须观

看和非必须观看的视频，并可以设定每个视频的最

低观看时长，以保证学生的观看时间，其中观看时

长可纳入评价统计数据。 

电子资源：本模块能够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

其中可以上传图像、文本、动画、视频等多种格式

的资源。可以根据需要展示课程的全部或分章节展

示部分资源，而授予权限的用户可以通过该模块进

行上传、检索、收藏和下载相关资源。 

网上自测：教师可以布置自测练习供学生进行

自测使用。通过试题库的建立和试题的添加、删除

和修改，可以组成不同的章节或综合测试试卷，并

指定某份试卷对学生进行测试。对于作答的过程，

还可以限定重复答题时间和测试次数[11]。学生完成

测试后，可以自动查看测试成绩及批改情况。教师

可以通过入口查看学生的自测统计。 

(3) 作业及测试 

本模块学生可以在线浏览和提交作业内容，其

中作业可以在线完成或以提交附件的形式完成。教

师可以对作业的内容、上交期限进行设置，对作业

进行批改后登记分数，并设置优秀作业以供学生查

看，平台自动统计平均分及分布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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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结构设计 
Figure 1  Structure design of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图 2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各章节学习资源 
Figure 2  Learning resources of each chapter for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538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4) 基本问题及小组专题讨论 

在基本问题模块，教师对微生物学每章节的基

础知识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学习。小组专

题讨论则由教师提出拓展主题，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课题的研究、讨论后上交成果 PPT。学生之

间可以查看不同小组的汇报成果，并互相评价打分

(图 3)。 

(5) 课程论文及小组复习展板 

教师选择微生物学的若干研究方向，由学生自

行选择题目、撰写论文并提交，作为课程最终评价

指标之一。学生所在的学习小组还需要制作复习展

板并上传到本模块，供所有学生参考复习。 

(6) 自由讨论区 

教师可以围绕不同的主题创设多个论坛，学生

进行自由讨论。师生均能够在论坛中发布帖子进行

讨论交流，并且可以对帖子进行相互评分。 

(7) 学习档案 

教师通过学习档案可以查看学生的所有学习

动态，包括自测成绩统计、作业成绩、学生登录平

台时长、视频观看时长、讨论次数、互评等，以对

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监控。 

1.3.2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资源设计 

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跳出纸质教材的限

制，数字课程需提供教学录像、教学课件、动画、

作业、章节测试等各种形式的学习资源。 

(1) 教学录像 

考虑到在线学习的特点，教学录像不能将传

统课堂长达 2 h 的授课完全照搬，而应该对时长

进行处理。录像可用“会声会影”等视频处理软件

剪辑成分节进行的约 10−30 min的精简视频，才

能便于学生随时学习。处理结束后，学生便通过

云课程平台观看各章节的教学视频，通过点击相

应章节，放大视频界面，进行观看、学习与下载。 

教学录像的录制在多媒体教室进行，教师对各

章节的基础知识进行精细的讲解，并获得原始版本

的完整视频。使用 Corel Video Studio Pro X5对录制

好的视频进行剪辑处理。将视频按照小节为单位剪

辑，使每个视频的时长控制在 10−30 min。剪辑好

的视频，在片头利用字幕工具加上章节名称和主讲

教师姓名，并按照章节分类。 

 
 

图 3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小组专题讨论课题 
Figure 3  Group topical discussion of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陈莹莹等: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设计与应用 539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2) 教学课件 

学习各章基本内容所需的 PPT，可以单独或

配合教学视频使用。学生点击课件进行在线观看，

也可下载课件随时学习。制作时按照教学视频剪

辑的情况对原始教学课件进行切割，按章节保存，

使每一个教学视频都能找到对应的教学课件。教

学课件采用 PPT 格式，在演示文稿中以文字、图

片、表格和动画等形式生动展现微生物学的各类

知识。最后在课件首页加上说明讲授内容的统一

模板。 

(3) 动画 

通过动画展示一些复杂抽象的过程，如病毒的

增殖过程、烟草花叶病毒的拆分与重建实验等，用

动画演示将其形象化、具体化、视觉化以便于理解，

同时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减少学习难度[12]。切入

的动画具有暂停和重放的功能，体现了数字课程设

计的人性化。 

比如在第二章中讲解芽孢形成的各个阶段时，

文字和口头语言的讲解难以讲述清楚具体的过程，

将这部分内容设计成动画演示，将细菌芽孢形成的

各阶段制作成动画，通过动画展现细菌芽孢形成的

过程，进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内容。 

先确定需要利用动画进行演示说明的知识内

容，可利用 Adobe Flash进行动画制作，以便更直

观讲解相关知识。每个动画设置暂停和重新播放功

能，每个阶段为一个播放过程，可以按相应按钮重

复观看，以实现反复学习。如在真核微生物一章，

制作动画的知识点有：酵母菌的繁殖方式、酵母菌

的形态和结构、霉菌的繁殖方式及繁殖结构、青霉

的分生孢子等。 

(4) 作业 

作业设计为主观问答题。如在病毒一章中，设

计的作业有：1) 病毒与其他生物的主要区别有哪

些？2) 病毒与人类生活及生产有何关系？3) 有一

家工厂某天发现在一个利用细菌生产谷氨酸的发

酵罐中其发酵液由浊变清，引起倒罐造成损失，试

分析其原因及其变化过程，并提出防止这一现象发

生的措施。学生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某道题目，结

合课本和资料进行解答并提交。 

(5) 网上自测 

每章节的测试题目设置为 15道客观题，分别

为 10道单选题和 5道判断题，以便于平台自动批

改和即时得到结果反馈。题目的来源为基础知识，

内容可以从课程的学习中获得。经过测试，学生

可以清楚自己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13]。 

1.3.3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交互设计 

数字课程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互动学习，其

交互设计必须具有交流、协作、留言等多项功能，

为互动交流提供环境。一般来讲，交互包括学生

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教学内容

之间的交互，教师在设计课程时，必须有目的地

促进交互[14]。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互，可以通过将学生安排

在协作学习小组中并为每个组员安排角色的方式

进行。在每个章节的主题讨论中，每个小组都会被

分配到一个研究课题。每个组员围绕课题内容进行

专题研究、问题解决、个案设计，通过沟通和协作

形成对知识的构建，增强对课程的理解，减少远程

学习中学生的孤独感。 

比如有的学习小组针对题目“发酵工业为何

常遭受噬菌体的危害？如何防治？”通过初步讨

论，根据个人兴趣或基础，选择“发酵工业的概述

与流程” “噬菌体的特性” “受噬菌体危害的过程

与结果” “防治方法”等方向，确定小组总体的研究

思路与个人的学习目标。接着，小组成员尝试对

目标问题进行解决，在中国知网等网站进行相关

资料的查找和筛选，累积与主题相关的信息。小

组成员独立完成收集信息后，在课后或平台的论

坛上进行交流和汇总，提出自己尚未解决的问题，

汇报自己搜集到的信息，进行交流讨论。小组组

长将成员收集的信息和资料汇总，完成课题研究。

展示一个完整的课题问题的解决。教师安排学生

在讨论区上传 PPT进行成果汇报。不同小组将展

示不同主题的汇报，每小组将展示资料上传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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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小组专题讨论相应的板块，供每位同学查看。

每个学生对其他各个小组的展示成果进行讨论

和评分，从而对所学的微生物学知识进行进一步

深化，该课题的评分作为小组课程学习的平时成

绩之一。 

师生之间重要的交互方式是在线答疑，学生通

过这个环节在数字课程上在线提出疑问，教师可以

进行同步解答，也可以在其他时间对问题进行回

复。另一个交互方式则是讨论区。讨论区可以让

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进行更广泛的交流。

讨论区的讨论主题不仅限于学习内容，还可以是

学习经验、对课程的意见等。此外，学生还可以

在讨论区上传自己小组协作学习的资料及成果供

大家参考。 

1.3.4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研制的技术路线 

数字课程可以充分发挥纸质教材和数字化学

习资源的优势，使教学内容更加直观形象地呈现出

来。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研制的技术路线见图 4。 

从图 4可知，研制的技术路线主要由以下过程

组成。 

(1) 确定教学目标与大纲 

了解学生的特征与需要并制定教学目标，并以

此为基础设计教学大纲，确定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

学内容，划分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 

(2) 总体结构设计 

根据数字课程设计所要遵循的原则，设计出完

整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应该具有的一般栏目和模

块，确定各个模块之间的结构关系，突出微生物学

课程的学科特色。 

(3) 开发数字资源 

在教材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大纲录制教学视频

并进行数字化资源的开发和设计。选择恰当的教学

媒体，通过图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文件阐述教

学重点和难点，创造丰富的网上教学资源支持学生

学习知识。 

以云课程平台为载体，在教师端将设计完成的

数字化学习资源上传至资源库，然后对上传完成的

资源进行分类，如教学录像分类至各章节的教学录

像模块，演示文稿和动画等分类至电子资源模块，

并按照教学计划发布至学生端。 
 

 
 

图 4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研制的技术路线 
Figure 4  Technical line of making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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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发学习平台 

设计和开发平台是制作数字课程的关键步骤。

未搭建的云课程平台学生端并无内容，为了使数字

课程达到预期效果，必须对平台进行规划与开发。

首先添加必要的功能模块，比如添加试题库模块，

以便对试题进行编辑。接着确定导航菜单的组成，

让导航菜单做到能够清楚地显示项目的层次关系，

使学生能够快速进入网络学习状态，有目的地进行

学习行为。 

(5) 开发学习环境 

对数字课程的学习环境进行开发，包括一切促

进学生学习的模块。对作业进行编辑与完成期限的

设置；在学习的“基本问题”模块中上传每一个章节

需掌握的基本问题；在讨论区模块设置自由讨论区

和小组专题讨论区等；对每章节的重点和难点知识

编写试题，将试题分类录入到课程平台，设置难易

度和正确的选项，确定组卷策略，根据自定的策略

系统按需要生成试卷并使用。 

(6) 开发学习活动 

根据教学大纲，按需设置不同的学习活动。对

学生必须浏览的学习资源的数目和观看教学视频

的时长做出规定，对每章节作业和自测完成期限进

行设置等。 

(7) 反馈与修改 

学生使用数字课程后，教师可查看学生利用资

源的情况，在学生中征求评价与意见，根据学生反

馈进行处理与改进，确定后续开发思路，提高数字

课程的质量。 

2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教学实践 

2.1  基于云课程平台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教学

模式的构建 

基于云课程平台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教学模

式的研究中，选取我校勷勤创新班“微生物学”的教

学班级为研究对象，学生 28 名，教学时间为一个

学期。 

根据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特点，考虑到教师的

教学要求和本校学生的特征，构建了以课前、课中、

课后三部分教学活动组成的教学模式(图 5)。 

从图 5可知，基于云课程平台的微生物学数字

课程教学模式分为三部分。 

(1) 课前教学活动 

教师在数字化云课程平台发布与每一章节学

习内容相关的视频、基本问题、章节 PPT和 Flash

等资源和小组专题讨论等学习任务。在这些资源当

中，视频将对章节知识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讲解，保

证了学生们对知识的巩固与熟悉。同时，学生可以

通过微视频灵活巩固课堂所学知识。Flash 则是对

微生物学知识难点进行生动化的呈现，学生可以借

助 Flash来辅助自己理解抽象知识点；PPT同样可 

 

 
 

图 5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教学模式 
Figure 5  Teaching model of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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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整个章节的重点和难点知

识，学生将更清晰地梳理知识。因此，学生课前将

获取学习任务，登录数字化平台观看相应章节的视

频，了解即将学习的章节内容。另外，学生课前结

合数字化平台的每章节基本问题掌握学习的核心

问题。通过对章节基本问题的浏览，学生可熟知每

章节重点知识，从而在课堂上达到更好地吸收知识

的效果。鉴于数字课程平台使用的灵活性特点，学

生可以更灵活地选取时间在平台上进行学习。 

(2) 课中教学活动 

经过课前预习后，学生在课堂上能取得更好

的学习效果。在课中结合对 PPT、Flash的观摩来

进行学习，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化。学生在课

中将对课后参与的专题讨论、概念图的设计进行

展示汇报。班级所有学生将分为若干小组，每个

小组自行选取一个专题问题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

整理并制作 PPT，在课堂上进行小组汇报展示，

全班讨论，教师对小组汇报进行提问与点评。概

念图则由小组成员根据每章知识的结构框架进行

梳理，制作出思维导图，也将在课堂上呈现，并

在数字化平台进行投票选优及评分。此外，教师

在课堂上针对课程内容中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组

织讨论与答疑。 

(3) 课后教学活动 

课后，学生结合数字课程平台进行学习。如：

学生可利用平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章节作业及

章节小测。通过作业题与小测，学生可检验自己

对每章节知识的掌握程度，以便查漏补缺(图 6)。

在学生完成在线作业与自测后，教师将对作业进行

检查与批阅。 

对于以传统课堂教学为主的微生物学课堂，也

可灵活运用数字课程作为辅助教学的手段。教师在

课堂上讲解重点内容，学生则可以通过数字课程进

行自主学习非重点内容。同时，课后学生可利用网

上自测检测知识掌握程度。教师通过学生自测的回

答情况和自由讨论区提出的问题，在课堂上清楚地

阐释难点问题，使教师的教学策略不断优化，学生

也能够巩固所学的微生物学知识。 
 

 
 

图 6  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网上自测 
Figure 6  Online self-test of Microbiology Digita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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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模式的探索过程 

(1) 建立基于云课程平台的数字课程学习环

境。教师对数字课程的基本结构和教学活动进行设

计，并在云课程平台搭建数字课程，然后学生加入

该数字课程学习。学生、教师、数字课程三者构成

了数字课程的学习环境，通过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合

作来完成知识构建。 

(2) 教师和学生按照基于云课程平台的数字课

程教学模式完成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任务及教

学活动。 

(3) 对教学实践效果进行检测。在教学实践结

束时，利用学习兴趣调查问卷、学习能力调查问卷、

网络信息素养调查问卷、合作学习能力调查问卷对

学生进行关于数字课程教学效果的调查。问卷由一

系列陈述句组成，受试者根据题目在“完全同意”、

“同意”、“不一定”、“不同意”、“完全不同意” 5 个

选项中进行选择，选项反映了受试者对该问题的态

度强弱。学习兴趣调查问卷信度系数 0.852，合作

学习能力调查问卷信度系数 0.977，网络信息素养

调查问卷信度系数 0.911，学习能力调查问卷信度

系数 0.984，问卷结构效度均为良好。 

2.3  基于云课程平台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的教

学效果分析 

2.3.1  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 

进行基于云课程平台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学

习后，利用学习兴趣调查表对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通过基于数字课程教学模式

的学习，学生对微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79%的学生表示很希望选修本门课程，喜欢理清课

程中各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多数学生还能够

对课程上学习的知识进行延伸，查阅疑难点，将知

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83%的学生表示常用学过的

知识去思考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说明本教

学模式能使学生保持较高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的主

体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2.3.2  对学生合作学习能力的影响 

进行基于云课程平台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学

习后，利用学生合作学习能力评价表对学生进行合

作学习能力的调查。有 86%的学生认为从数字课程

的合作过程中收获较多，79%的学生表示为自己所

在的小组感到自豪，86%的学生会积极帮助有困难

的小组成员，说明使用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后，学生

认可数字课程的合作形式，对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

意识有帮助。同时，在对小组合作的评价中，有 86%

的学生表示在集体活动中能够与同学们相处融洽，

认为小组的合作有益于成绩提高。本教学模式以小

组形式进行小组探究性课题的思考、搜索资料、讨

论、汇报。无论课前、课中还是课后都以小组合作

学习，使学生养成了小组合作学习的习惯，形成小

组合作学习意识，也培养了学生在小组中主动承担

任务、服从安排、积极帮助小组成员等良好的合作

学习行为。 

2.3.3  对学生网络信息素养的影响 

进行基于云课程平台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学

习后，利用网络信息素养的调查问卷对学生信息意

识、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应用与创造能力进行调查。

实施数字课程教学模式后，有 96%的学生意识到网

络信息对生活、学习、科研的重要性。有 93%的学

生认为使用网络检索信息时，自己会用简略的关键

词来归纳信息需求；86%的学生能自觉抵制和不制

造网络垃圾信息。说明该教学模式对学生熟悉网络

搜索引擎的知识及掌握网络搜索引擎的技巧和网

络安全相关知识都有积极影响。有 82%的学生表示

经常通过各类通讯工具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并

且对于个人 QQ 的建立与管理没难度。75%的学生

能根据自己的认识把网络中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归

档和分类，进行重新组织。 

2.3.4  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 

进行基于云课程平台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学

习后，利用学生学习能力调查表对学生的学习能力

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有规

划并能进行自主学习的学生比例均大于 70%，他们

表示能利用图书馆网络等学习资源和同学进行研

讨；能主动根据自己的学习效果及时有效地调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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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计划；在学习完一个章节或一个模块后，会反思

并更新自己对前面知识的理解。大部分学生能够根

据数字课程给予的学习任务调整自己的学习进度，

在课前、课中、课后对微生物学知识内容进行自主

补充，为了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学生有自己

的学习目标和计划，对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以便更

有效地学习微生物学。 

3  建议 

3.1  利用数字课程平台加强师生互动 

数字课程应用于教学之后，使学生可以更加自

由灵活地在课堂之外进行学习。但如何更好地加强

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是今后值得关注的问题。数字课

程的讨论模块可供师生互动交流，要进行充分利

用。对学生的答疑多是在课堂上进行，而数字课程

平台则是一个课后交流互动的好平台。今后在教学

上需要充分利用该平台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和接收他们的学习反馈[15]。 

3.2  优化数字课程平台的作业与测试 

在章节测试和作业方面，如何更合理地设置作

业和自测题的难度、如何增加学习资源的趣味性是

今后需要注意的方向[16]。设置不同难度梯度具有探

索性的作业，可以使学生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自己的

知识面。而自测题的设置更要具有典型性，使学生

能全面又便捷地检测自己所学知识并巩固知识。学

生在数字课程平台提交作业和测试题后，教师可通

过作业和测试题了解学生欠缺的知识内容，以便在

课堂上能更好地讲解与答疑，及时给予学生学习上

的帮助。 

3.3  学生充分利用数字课程进行查漏补缺 

数字课程的优点在于其能够承载广泛而全面

的内容，有丰富的电子资源和测试题可供学生浏

览和自我检测。数字课程的功能不是教学录像的

简单展示，对于以传统教学方式为主的课堂，学

生可使用微生物学数字课程并充分利用数字课程

的庞大资源对某些不甚了解的知识内容进行查漏

补缺，如查看动画理解难点、完成网上自测进行

知识复习。 

3.4  利用数字课程平台做好学生学习评价 

当前大多数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采用“平时成

绩+期末考试”的形式，对学生的考核较为单一，学

生也无法对自己当前的学习情况有深刻的了解。数

字课程的评价是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的结合，

主要包括对学生学习活动的考核和对学生学习结

果的考核。学习活动的考核包括学生交互学习的程

度如论坛发言的次数、资源利用情况如视频资源的

观看时长；学习结果的考核包括作业、课程论文和

主题讨论、网上自测、期末测试等。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云课程平台技术的优势，综

合考查学生的学习行为。平台记录的数据体现了学

生的学习行为和个性特点，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教

师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需求，有利于优

化教师的个性化教学。学生能够根据明确的目标完

成情况以及考核情况，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 

4  结语 

数字课程是由多个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组成

的复合系统，在设计微生物学数字课程时，要从整

体角度进行设计，将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设计

时，微生物学数字课程要包括以下的功能：在线学

习、教学信息管理、教学资源的管理和服务、学习

交互、学习数据统计。通过提供多种资源，给学生

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通过学习活动加强师

生、生生交流与讨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

习以及研究性学习能力。实践表明，基于云课程平

台的微生物学数字课程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网络信息素养和学习能

力。微生物学数字课程仍需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做

进一步的探索，以便更好地发挥数字课程的优势，

提高教学质量，为微生物学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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