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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民族院校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李晓华*1,2,3  何冬兰 1  程国军 1  刘涛 1  夏爽 1  于孟飞 1 
1 中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民族药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3 湖北省高等学校生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针对民族院校不同专业学生对微生物学知识的需要，我们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资

源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实践，建立了系统性、针对性、前沿性和实效性相结合的“四性”教学内容，创

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三结合”教学方式，构建了“以学

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网络平台，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高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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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Microbiology course teaching i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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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eds of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in ethnic colleges/universities for knowledge of 
microbiology, this paper aims at reforming and practicing of Microbiology course teaching in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resources, etc. We have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four 
characteristics” microbiology teaching content, which combined systematization, pertinence, frontierness and 
effectiveness. Meanwhile, we have created a “three combination” microbiology teaching manner: theory and 
practice combination, in-class and out-of-class combination, and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mbination. Besides, a “student-centered” self-learning platform for microbiology has been built. These 
methods will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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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肩负为国家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优秀

人才的重任。学生来自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少

数民族地区，基础知识和实践创新能力参差不齐，

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具有信念执著、品德优

良、知识丰富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微生物学是生物

学、医学、药学、环境科学类专业的基础课，具有

应用性广、实践性强等特点[1-3]，是我校 8 个专业

的基础课。结合“双一流”建设，我校在该课程的教

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

实践。 

1  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思路 

微生物学是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生

物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制药专业)、药学院

(药学、药剂专业)、资源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环

境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每年学生人数在 570 左

右(表 1)，62.8%学生为少数民族，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对微生物学课程要求不同。在此基础上，深入

研究兄弟院校该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4-8]，并将

民族地区与微生物相关特色产业融入教学内容。 

1.1  教学内容的改革 

教学内容是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微生物学

具有内容覆盖面大、学科发展快、学科交叉广、

广泛联系实际等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主

线不清、层次不明等问题，怎样处理好经典内容

与最新前沿研究内容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同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对教学内容要求不同，这些是教学

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好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

并结合民族地区特色微生物资源，我们对教学内

容进行改革，为毕业生回到民族地区工作、学以

致用打下坚实基础。 

1.2  教学方式的改革 

教学方式改革的核心是由传统的“以教师为

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激发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传统的教学模

式容易陷入“满堂灌”，课堂气氛死气沉沉，教师

拼命地讲，学生被动地听，越听越疲劳、越听越

厌倦，从而严重地抑制了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

的主动性，抹杀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必要对传统

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我们邀请民族地区企业人

员走进校园，同时让学生到企业中去，构建理论

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的视野更加

开阔，增强学习动力。 

1.3  自主学习网络资源的建立 

在课程中运用网络资源，指导并促进学生积极

自主学习，师生交流协作，可使教学形式不再受时

间和空间限制，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提高教学质量。课堂教学仅是学习的一部分，我们

鼓励学生课后利用线上资源主动学习，并对所学知

识积极探讨。同时，我们对微生物学教学资源进行

整合，建立自主学习网络资源。 

 

表 1  微生物学课程学生专业分布和学时(2019 年) 
Table 1  The period and students major distribution of Microbiology course in 2019 

学院  

College 

专业  

Major 

学生人数 

Number of 
students 

学时(理论学时+实验学时) 

Period (theoretical courses+ 
experimental courses) 

生命科学学院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生物技术 Biotechology 92 48+32 

生物工程 Bioengineering 65 64+64 

食品质量与安全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64 32+32 

生物制药 Biopharmaceuticals 28 48+48 

药学院 

Colleg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药学 Pharmacy 112 32+32 

药剂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98 32+32 

资源与环境学院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  59 32+24 

环境工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55 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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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实践 

针对民族院校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我们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自主学习网络平台等方面

进行了改革，如图 1 所示。 

2.1  教学内容突出系统性、针对性、前沿性和

实效性 

2.1.1  系统性 

微生物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微生物

形态与结构、生理、遗传、生态及分类等基本知   

识[3]，我们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教学

内容，从而保证不同专业微生物知识的系统性和针

对性。将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微生物的营养

和培养基、微生物的生长及其控制、微生物的分类

和鉴定等章节作为各个专业精讲内容；微生物的遗

传和变异、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微生物的生态、传

染与免疫等内容，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

进行选择，并增加各专业的特色教学内容。如：面 

向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减少至 2 个学时；而在“微生物引起食品变质和食

品防腐保鲜”章节，增加 2 个学时，为学生后继学

习“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和“微生物与食品安全管

理”提供专业基础。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特色微生

物资源和产业需求，我们将特色产业融入微生物学

教学。如：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全国魔芋重

点县，我们将利用微生物产生的甘露聚糖酶水解魔

芋制备高纯度魔芋低聚糖转化为食品与安全专业

微生物学教学内容。 

2.1.2  针对性 

针对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我们根据教学内容

的侧重点不同，形成微生物学 A 学时为 64 (生物

工程)、微生物学 B 学时为 48 (生物技术、生物制

药)、微生物学 C 学时为 32 (药学、药剂)、环境微

生物学学时为 32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食品微

生物学学时为 32 (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不同学时教

学内容。如：针对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专业，增加

微生物在资源环境保护中作用的教学内容，为学生

学习专业知识提供基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天然含硒量高的高山蔬菜市场潜力巨大，但大

量尾菜被作为生活垃圾就近丢弃，对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将我校微生物研究团队与巴楚蔬菜有限公司 

 

 
 
图 1  民族院校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Figure 1  Major parts in Microbiology course teaching reform i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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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研发的利用高效微生物发酵尾菜生产有机肥

研究成果引入教学内容，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利用微

生物将尾菜变废为宝，既能减少环境污染，又能为

高山蔬菜产业提供可持续性的有机肥。 

2.1.3  前沿性 

微生物学是生物学中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

新菌种、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给学

生讲述微生物学的新进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收集该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和一些与微生物有关

的时事新闻，在讲课的过程中适时地穿插进去，既

让学生了解了学科前沿，又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例如在讲授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

能的时候，教材上有关古细菌的内容非常少，而有

关古细菌的研究近年来发展很快，在讲课的过程中

适当加入古细菌近期研究进展，让学生了解古细菌

研究的最新动态。在讲解病毒和亚病毒因子的时

候，则把肆虐全球的几种病毒病如疯牛病、埃博拉

病毒、艾滋病、SARS、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等

内容融入课堂中。通过这些内容的讲授，学生切实

感受到了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学习的积极性得到

极大提高，使教学内容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前沿性

融为一体。 

2.1.4  实效性 

针对学生的专业特点和教学目的，增加相关企

业的生产案例，同时结合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技术

需求，增加相关教学内容。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是全国魔芋第一州，在教学内容中增加

软腐病、白绢病等魔芋主要病原菌知识的讲解，在

微生物学实验课中增加魔芋软腐病病原菌分离。除

此之外，在讲课的过程中结合日常生活实际，将一

些与人们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事例贯穿在

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如：在讲到微生物生态中水体自净

作用的时候，让学生解释“流水不腐”这句谚语；在

讲到人体内微生态平衡的时候，让学生解释为什么

有人到陌生地方会水土不服，有人服用了抗生素后

会拉肚子等日常生活现象。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和例子，学生不仅掌握了知识，而且也大大提高了

学习微生物的兴趣。 

2.2  教学方式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

课外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2.2.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将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合理衔接。理论课讲完

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后，及时在微生物学实

验中安排微生物分离与纯化、细菌和芽孢染色等内

容，让学生直观地学习不同微生物的形态构造。此

外，在微生物学实验课中安排与生活和生产密切相

关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如：软腐病、白绢病等魔

芋主要病原菌的分离和筛选；啤酒、酸奶的酿制等，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创新能力。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微生物生产案例，将课

堂教学与企业生产相结合。如在讲解“微生物代谢

和遗传”时，安排学生到武汉光明乳品有限公司进

行课程实习，结合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围绕介绍

酸奶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优良乳酸菌株选育等

开展讨论、科学引导，使学生学以致用、拓展思维，

真正掌握微生物学基本知识，熟悉企业生产的基本

要求和特性，为培养微生物学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2.2.2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课程教学不能仅囿于课内教学，而应该从课内

走向课外，形成课内课外融合的教学理念。作为课

堂教学的补充，邀请专家学者为本科生举办学科前

沿讲座，拉近基础课程与学科前沿之间的距离，在

完善学生知识体系、了解学科前沿动态进展方面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在“病毒的危害、防控

及其利用”讲座中，主讲人向学生讲解了病毒虽小

危害却较大，但只要有效防控还可以有效利用，加

深了学生对病毒知识的理解，了解到其研究前沿发

展，同时启发学生将课堂中学习的知识点与实际应

用联系起来。 

邀请民族地区企业工程师走进校园举办应用

知识讲座，讲解企业生产案例。企业工程师的生产

实践经验让学生们感兴趣，现场气氛活跃。通过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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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学生了解到微生物企业生产技术和生产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提升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应用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 

2.2.3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促使教师不断摄取科学前

沿知识，持续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我们

将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以保证

教学内容的前瞻性、新颖性。如将“小单孢菌中接

合转移分子机制研究”的接合转移分子机制增加到

“微生物遗传”教学内容中，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

野，拓展知识面，提升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进

而激发他们对课程学习的热情。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理

论知识，获得科学研究能力的训练，提升科研创新

能力。引导部分优秀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

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在教师的指导下申

报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经历比较完整的科研过

程。这种方式既能巩固课堂知识的学习，又锻炼了

学生科研能力。如：指导本科生开展武汉市南湖、

东湖和汤逊湖水体微生物多样性研究，获得“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研究成果获得

“湖北省高等学校大学生生物实验技能竞赛综合

赛”三等奖。让学生参与微生物科研工作，显著提

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微生物学自主学习

网络平台 

以学生为中心，整合教学资源，将“微生物与

资 源 环 境 ” 国 家 精 品 视 频 公 开 课 (http://www. 

icourses.cn/web/sword/portalsearch/homeSearch)、

“微生物学”湖北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微生物学

辅导与习题详解》[9]教材、大学生创新实验室等资

源进行有效整合，构建微生物学自主学习网络  

平台。 

教师与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网络平台进行互动，

对教学重点和难点进行探讨和答疑，学生在网上完

成课后习题，及时反馈学习效果，教师及时了解学

生的学习效果。我们定期更新文献，让学生参与讨

论，师生互动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4  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 

为了克服传统考核方法“重期末考试，轻平时

成绩”的弊端，我们对考核体系进行了优化。根据

学生的学习态度、平时测验、课堂表现、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等进行综合评价[10-11]。 

理论课总成绩由平时成绩(35%)、期中成绩

(15%)和期末成绩(50%)组成。平时成绩由学习态度

(20%)、平时测验(30%)、课堂表现(30%)和文献阅

读(20%)确定。增加了平时成绩的比例，在平时成

绩中设置文献阅读环节，促使学生在学习书本内容

的同时，广泛阅读微生物科研文献。 

实验课总成绩由平时成绩(40%)、实验报告

(40%)和实验考试(20%)组成。平时成绩由实验操作

(50%)、实验设计与讨论(20%)、实验安全(20%)和

实验合作能力(10%)确定。增加实验设计与讨论、

实验安全、实验合作能力等考核内容。在期末考试

中，增加综合性和开放性的实验题目，考查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 

微生物学教学改革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

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明显提升。2018 年春季的教学

效果对比试验结果如表 2 所示，试验班级学生的各

项平均成绩均高于对照班级。 

 
表 2  试验班级和对照班级的平均成绩 
Table 2  The average results of the test class and the 
control class  

班级 

Class 

对照班级 

Control class 

试验班级

Test class

平时平均成绩 

Mean score in normal time 

82.6 90.8 

期中考试平均成绩 

Mean score in midterm exam 

75.5 80.3 

期末考试平均成绩 

Mean score in final exam 

78.6 85.9 

综合平均成绩 

Comprehensive mean score 

79.5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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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在 2019 年“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

赛”中，我校学生获得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

三等奖 5 项。9 个专业毕业生获得用人单位的认

可，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郑州安图生物公司

等用人单位反馈，学生微生物学基础知识扎实，

动手能力强。 

微生物学教学改革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调

查问卷显示，学生对教学的满意率为 100%。其

中，十分满意率占 90.3%，基本满意率占 9.7%。在

2015−2019 年，我们微生物学教学课堂的督导和学

生评教等级为优秀，在全院 69 个课堂中一直位于

前 10 名。2014 年我校“微生物学”被评为湖北高校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6 年“微生物与资源环

境”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2017 年微生物

学教学团队入选“湖北名师工作室”。今后将进一步

鼓励团队教师积极投入微生物学课程线上资源建

设与教学方式改革，促进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水平

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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