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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在“微生物学”课堂教学中立德树人 

音建华  余志良  裘娟萍* 
(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  要：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中心环节，思想政治工作应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微生物学是

一门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本文通过若干具体案例，介绍如何在“微生物学”课堂教

学过程中立德树人。在传授微生物学专业知识的同时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

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此外，

为其他自然科学类课程教学实现立德树人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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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cultivate talent in Microbiology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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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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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cultivate talent is the core work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must be 
the focus.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entire education process. 
Microbiology is a discipline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human life. This article presents several cases 
in which the authors describe how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ultivate talent in Microbiology 
instruction. The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impar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strengthen teaching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hus helping students improve in ideological quality, political 
awareness, m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humanistic quality to enable them to develop both ability and 
integrity.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reference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ultivate talent in 
other natural science classroom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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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然而，尽管各个高校都在开

展教书育人工作，但并不十分到位，正如中央巡视

组对 14 所中管高校巡视反馈中指出的“立德树人

有待加强”。从过往的经验来看，高校偏重知识传

授，而疏忽了思想政治教育，也就丢掉了教育的本

质，以致培养出稀里糊涂的“沉睡的大学生”和非常

清醒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1]。 

长期以来，很多承担自然科学类课程的高校教

师片面地认为课堂教学就是传授知识与技能，思想

政治教育与己无关，这种观念明显是错误的。思想

政治教育并非只是思想政治类课程的事，自然科学

类课程的课堂教学同样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微生物

与人类关系密切，我们在“微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发

现，在自然科学类课堂教学中也能做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1  结合知识点育人 

“微生物学”课程中很多知识点都与人类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在讲述这些知识点时，可通过引入

一些真实案例倡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荣辱观，增强学生的责任感。 

1.1  病原菌与伤寒玛丽 

“传染病、病原菌、带菌者”是传染与免疫章

节中重要的知识点，在传授这些知识点时，会讲

述伤寒玛丽的故事[2]。玛丽·梅伦(Mary Mallon，

1869−1938 年)是美国的一位厨师，她是健康的沙

门氏菌带菌者。1906 年，她在 3 周内将病原菌传

染给了 6人，最终证实美国 7个地区 1 500例伤寒

患者都是由她传染的，玛丽也因此而被终身监禁。

接下来向学生提问：玛丽被限制人身自由有何依

据？引导学生查阅中国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

法》)。该法律明文规定：伤寒和副伤寒属乙类传

染病。其中，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同时也规定“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

病病人，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

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

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在《传染病

防治法》实施办法中更是明文规定：伤寒和副伤寒

病原携带者需进行必要的隔离治疗，待其不具有传

染性时方可恢复工作。由此可见，若在中国的法律

制度下，玛丽同样会被隔离。通过伤寒玛丽的故事

教育学生每个人都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人与人

之间应学会互相尊重。 

微生物学工作者对已知病原菌的操作需严格

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进行。然而，学生们比较容易

忽视的是，当从自然界中筛选菌种时，在未进行菌

种鉴定前并不清楚筛选出来的菌种是否具有致病

性[3]。因此，在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要求学生对

未知菌种也按病原菌来进行操作与管理，提醒学生

不仅要注意自身操作的安全，也要注意防止病原微

生物的扩散，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 

1.2  灭菌与“欣弗”事件 

在讲授“灭菌”知识点时，不得不提“欣弗”事

件[4]。“欣弗”是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克林霉素(一种抗生素)注射液。2006年 7月 24日

起，青海、广西和浙江等多个省份报告因注射“欣

弗”出现胸闷、心悸、心慌等不良临床症状，最终造

成 11 人死亡。治疗疾病的医药为何变成了夺人性

命的毒药呢？通过调查，该公司生产的“欣弗”未按

批准的工艺参数灭菌，人为降低灭菌温度，缩短灭

菌时间，增加灭菌柜装载量，从而影响了“欣弗”的

灭菌效果。学生们不解：该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难道不知道降低灭菌温度、缩短灭菌时间会达

不到灭菌效果吗？事件背后的真相不得而知，可能

的原因是企业员工认为克林霉素是抗生素，即便没

被灭菌工艺杀死的微生物也无法存活其中。这种想

法显然缺乏理论依据，一是因为克林霉素属抑菌性

抗生素，无法真正杀死细菌；二是抗生素只对敏感

菌有效，而自然界中还有许多抗生素非敏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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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事件中还有一个疑问：药品从生产企业出

厂到医院用于病人，需经层层质量检测，但为何没

有检测出问题呢？通过这一真实案例提醒学生，将

来若从事微生物药物生产和检验相关工作时，一定

要有超强的责任心、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职业

操守 [5]。如同国家三大会计学院的校训“不做假

账”，微生物检验工作者的原则是“不出假报告”。 

2  课堂互动中育人 

在微生物 6 类营养要素中，水是生理功能之

源。通过课堂讨论“为什么水是生理功能之源”，让

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如果没有

水，就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结合目前形势严峻的

水资源匮乏和污染问题，倡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节

约用水，反对浪费水资源，并积极参与浙江省“五

水共治”活动。 

在课堂互动过程中，也可以注重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例如，在讲授病毒与实践时，

我们最初是让学生讨论病毒有哪些潜在的应用领

域？但是之后将讨论的题目改为如何用病毒造福

人类？更改题目的原因是某学生提出病毒可以用

作生化武器。的确，这是病毒的应用领域，但是却

违背了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题，也违背了国际法和

生命伦理。可通过该案例告诫学生：科学技术本身

是一柄“双刃剑”，我们的职责是发挥科技的正面作

用，用科技造福人类。 

3  课堂计算中育人 

微生物学课堂中需要计算的地方不多，但仍可

通过有限的课堂计算育人。如在讲授选用和设计培

养基的原则时，让学生计算一个实际问题：“某工

厂年产 A物质 1 000 t，菌种生产能力为 10 g/L、

提取收率为 50%，发酵培养基中葡萄糖的含量为

8%，实验室研究发现糖蜜可替代 50%的葡萄糖且

不影响发酵水平，请计算应用该项研究成果后，企

业年增净利润多少?”通过计算发现，生产 1 000 t A

物质需要发酵培养基 20万 t，其中葡萄糖为 1.6万 t，

从网络中查询可知葡萄糖比糖蜜价格贵约 600元/t，

因此企业可获利约 480万元。该计算题可以让学生

意识到科技创新能创造大效益以及节约对企业的

重要性，从而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节约意识和创

业能力。 

在讲授细菌生长曲线时，涉及到细菌代时的计

算。在 37 °C下，大肠埃希氏菌在牛奶中的代时为

12.5 min。学生经常将未喝完的牛奶带到教室中，我

们会让学生们计算两节课之后牛奶中的细菌数是

多少？通过对比国家质量标准，判断暴露在空气中

的牛奶多长时间后不适合饮用？另外，我们还给学

生们提供了无菌平板，让他们课后去检测身边环境

中(如空气、皮肤、手机和键盘等学生们经常接触的

物体表面)微生物的数量。通过计算和菌落计数，让

学生深刻体会我们生活在“微生物的海洋”，同时也

提醒现代大学生应注重文明生活，提高自身修养。 

4  基于主题研讨育人 

我们所在的微生物学课程组采用“大班授课与

小班研讨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在总学时中拿

出 8学时开展 4次小班研讨[6]。研讨主题与课堂教

学内容紧密相关，包括微生物产品的应用领域、生

产过程、高产菌种的构建以及学生自行设计的微生

物产品的可行性论证。其中，在讨论经典微生物产

品的生产过程时，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微生物产品的

生产过程有哪些特殊性？其最大的特殊之处在于

生产过程中会使用活的微生物。由此引申出许多问

题，例如如何保证生产用的微生物是安全菌种？安

全菌种的活菌可以排放吗？非抗生素生产菌会产

生抗生素吗？针对这些问题，生物企业应怎么做？

讨论非常热烈，学生们各抒己见。引导学生关注本

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和《生物工程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等[7]；鼓励学生在生产自行设计的微生物

产品过程中注重清洁生产，通过技术创新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增强学生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感。 

5  结合科学家事迹育人 

在微生物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许多科学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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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课堂教学中结合相关内容，讲

授部分科学家的事迹，如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

(Pasteur)、细菌学奠基人科赫(Robert Koch)、“以身

试菌”的马歇尔(Barry Marshall)和汤飞凡等。汤飞

凡是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组建

的“中央防疫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制造出达到

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拯救了数以万计的军民；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研究沙眼病原体时，两次“以

身试菌”，用实验彻底否定了日本著名学者野口英

世关于沙眼的“细菌病原说”，首次发现引起沙眼的

病原体——沙眼衣原体[8]。通过这些事迹的介绍，

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不畏艰辛

的勇气和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并指导学生们规划

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 

6  潜移默化中育人 

教师的言谈举止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

如果用“匠心精神”上好每一堂课、组织好所说的

每一句话、精心制作每一张 PPT，不随意调课，批

改作业仔细认真从不马虎，那么这种严谨的教风和

强烈的责任心可以感染学生。相反，如果对课堂教

学敷衍了事、行事马虎，不可避免会对学生造成负

面的影响。另外，课后可通过社交工具等与学生进

一步沟通，向学生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也让学生感

受到更多的关爱。 

7  结束语 

由此可见，在微生物学课堂教学中也能够实现

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教书要育人，育人先育

己。承担自然科学类课程教学的教师应从自身做

起，努力提高个人修养和道理品质，正所谓“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9]。只有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

底气践行“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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