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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中美课程教学差异分析及启示——基于食品专业 

“微生物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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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南昌大学食品学院开设的“微生物学”和美国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食品科学与

营养系的 Introductory Microbiology 为研究对象，从课程安排、教学过程、实践环节和知识考察

等方面对食品专业“微生物学”课程教学进行对比研究，以此窥豹一斑。研究发现，国内高校“微

生物学”课程存在教学内容更新滞后、课堂讨论互动不足、考查方式多元化欠缺等问题，学生

学习存在投入时间偏少、知识点掌握不牢固、考试后遗忘较快、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较差等

问题。要更好地开展食品专业“微生物学”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及时更新教材内容，结合

现代技术开展启发教学、案例教学，有效建构学生知识体系，施行课程助理制度，完善考核制

度，提升教师自身工程化能力，从而助推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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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Microbiology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in food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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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s in syllabus, teaching methodology, practice,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for Microbiology course designed for Food Science undergraduate between 
Nanchang University (NCU) in China an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MN) in the US. The study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UMN Microbiology course, NCU Microbiology course involves little 
advanced contents, lacks of classroom discussion, and mainly relies on final exam for learning 
evaluation. NCU students tend to spend time to study only before exams, which limits their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s being taught and does not favor long-term knowledge retention. In 
addition, their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to solving real problems is poor due to lack of practice.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t is recommend that we redesign our syllabus so that it is 
student-centered, renovate our course material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tudent-center syllab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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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clude updated knowledge in the field, adopt problem-base learning methodology, enhance cases 
studies, adopt teaching assistant policy, improve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invest in instructor 
engineering training programs. 

Keywords: Microbiology, Comparative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ology, Teaching quality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也是大学承载

的其他三个主要功能——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

化引领等的基础，这已形成世界性共识。2015 年，

国务院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总体方案》，随后，中共中央推出的《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

“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题，提出未来 5年要把提高质

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牢固树立以提

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其中教学质量提升

是关键。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我们从高等教育

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有鉴于此，

通过国内外“微生物学”个案的对比分析，或许能给

予高等教育教学一些有益的探索。 

“微生物学”是食品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课

程学习对培养食品工业、食品安全需要的高素质

实用型人才和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科技研究人员

都十分重要。传统“微生物学”主要讲授微生物的生

命活动基本规律，包括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理

生化、生长繁殖、遗传变异、生态分布、传染免

疫、分类鉴定、微生物的多样性、微生物与其他

生物的相互关系，以及微生物在食品、环保等实

践领域的应用。课程涉及的基本概念较多，识记

内容较多，有不少学生认为该课程就像文科课

程，考试前背背书就能通过，平时投入时间偏

少，知识掌握不牢固，考试后识记的知识点遗忘

较快。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全心投入到课程学

习中，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最终使学生真正学到知识并应用于实践，

关键在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带着这些目的，笔

者走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Introductory Microbiology

和 Food Microbiology 课堂，对课程安排和教学过

程进行深入考察与对比，并与授课教授、教学助

理和学生进行交流。比较研究发现，美国大学的

高等教育以学生为核心，采用学分制，考核制度

非常完善，学生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可根据

自身兴趣、学习能力等条件选修课程，当所修学

分达到要求时即可申请获得学位[1]。因此，学生学

习热情高，课前有预习，课堂上专注认真，课后

独立完成作业，知识点掌握牢固，体现了较高的

教学质量。 

1  “微生物学”和 Introductory Microbiology

课程教学现状对比  

南昌大学“微生物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

质量与安全、生物(发酵)工程等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明尼苏达大学 Introductory Microbiology 是食

品科学、营养学等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 

通过对比两所大学食品专业微生物学课程特

征(表 1)，发现两校该课程在教学目的、教学内

容、学时及分配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存

在课前、课中、课后的各种差异。中美课堂教学

主要区别之一是课堂讨论，美国课堂讨论氛围

好，美国学生从小强调互动学习，思维活跃，知

识迁移能力较强，课堂上随时可见美国学生举手

打断老师并提问，老师也会将提问环节计入期末

总分，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相比之下，在场的

中国留学生参与度就差很多，虽然他们都通过了

语言考试，课后也会流利地和教授交流，但在课

堂上基本保持沉默。国内课堂教师的主动作用发

挥较好，对教学过程的组织得力，过程管理到

位，应予以巩固发扬。区别之二是考核制度，明

尼苏达大学考核方式更为多样。为考查学生理解

知识的程度，教师会根据教学进度，布置一些比

较灵活的课后作业，课堂小测验贯穿整个学期，

这种方式可督促学生跟踪学习，帮助巩固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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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微生物学”和 Introductory Microbiology 课程特征的对比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 contrast between Microbiology and Introductory Microbiology 

项目 

Item 

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 
Introductory Microbiology 

课程目的 

Course objectives 

让学生掌握微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能对微生物进行分类辨认，熟悉微生物的基本特性及其生命

活动规律，使学生了解微生物在食品、环保等实践领域的应用 

开课时间 

Semester 

大学二年级 

教学内容 

Course content 

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理生化、生长繁殖、遗传变异、生态分布、传染免疫、分类鉴定、微生物的多样性、

微生物与其他生物的相互关系，以及微生物在食品、环保等实践领域的应用 

教材选择[2] 

Text book 

2000年以来，普通微生物学教材有 50多种，

同时引进、翻译外国优秀教材力度不断加大。

采用周德庆. 《微生物学教程》，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1年 

教材种类多，选择性大，自从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各类微

生物学英文版教材已近 1 000种，许多优秀教材内容丰富，

体例科学，印刷质量高。采用 Tortora, Funke and Case. 

Microbiology: An Introduction, 11th Edition, 2013 

理论学时数 

Lecture hours 

40 48 

实验课学时数 

Laboratory hours 

48 72 

学生数 

Student number 

20−30人/班  

课程助理 

Teaching assistants 

0人 3人 

课堂讨论 

Discussion 

较少 较多 

教学网站 

Course website 

教学网络平台虽有教学大纲、课件等，但学

生关注度不高，强调在网上评教时关注，收

效不大 

内容丰富，信息全面。包括教学大纲、讲义和其他阅读材料，

可进行网上提交作业、网上期中考试 

作业 

Homework 

教材每章后面配有习题，较系统 教材每章后面配有习题，较系统，而且配有标准答案 

实践环节 

Practice process 

强调微生物技术基本操作，开展自学实践形

式的主题调研，写成小论文或制作 PPT讲演

注重微生物技术基本操作，在此基础上密切联系实际，开展

食品中微生物的调查研究，开展食品厂的技术参观实践活

动，强调工程化能力训练 

考核方式 

Assessment items 

理论课评分体系为：过程考评 25%+期中考试

25%+期末考试 50%。实验课评分体系为：准

备考评 20%+过程考评 40%+报告考评 40% 

平时成绩组成复杂、细致。评分体系为：课堂参与 8%+作业

12%+期中考试(2次) 20%+实验报告 20%+实验笔记 10%+课

前随机小测(7次) 10%+期末考试 20% 

诚信问题 

Academic integrity 
and scholastic 
dishonesty 

学生作业与报告多以手写形式上交，有抄袭

现象；老师批改工作量大；对违规没有明确

的惩罚举措 

美国对于作业抄袭控制极其严格，学生的作业和报告大多以

电子版形式提交，提交后用专门软件检测重复率，以此鼓励

学生独立完成作业和报告，惩罚举措明确，一旦有诚信问题

将被记录在案，直接影响以后的工作生活 

 

习，学以致用，达到强化知识的目的。中国课堂

主要基于少量的作业、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进行

考核。区别之三在于教育管理评价的差别。美国

的课程教学奉行《华盛顿协议》[3]。《华盛顿协议》

成立于 1989 年，最初由 6 个英语国家的工程专业

团体发起成立。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

为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互认协议，成员遍及五

大洲，包括美国、英国等 15 个正式成员和印度、

中国等 7个预备成员。《华盛顿协议》是工程教育

本科专业学位互认协议，其宗旨是通过多边认可

工程教育资格，促进工程学位互认和工程技术人

员的国际流动。工程学位的互认是通过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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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体系和工程教育标准的互认实现的。我国的

工程教育认证由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组织实

施，对外由中国科协代表中国加入《华盛顿协

议》。其通用标准强调毕业要求达成学生工程知

识、问题分析等 12 种能力，并强调教学的持续改

进。《华盛顿协议》所认定的“能力产出”标准，学

生的实验安全意识、创新思维比较明显；国内高

等教育在日常的管理与评价中，依然很重视考试

分数，在评奖评优中有“惟分数论”导向，进而引发

一些学生考试态度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上

课较认真、到课率高之外，美国课程考试考风很

好，鲜见舞弊现象发生。 

2  差异原因分析 

2.1  大学制度体系的差别 

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筛选机制，在高等教

育大众化背景下，存在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

尽管中国教育已有较大改善，但依然存在显著的

资源均衡和机会公平问题[4]。相比而言，美国高等

教育普及化，人均可占有的教育资源总量显占优

势，教育准入机会相对公平[5]。 

2.2  文化背景的差别 

美国文化推崇大胆进取、勇于创新、实用主

义、自由民主等理念[6]，课堂上呈现独立思考、自

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中国文化中，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更多体现为“传道授

业”，教其“所以然”，少见“所必然”，更少“所应

然”，加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传统文化的影响，

提倡尊重与服从，互动交流较差，师生关系实则

不平等，甚至存在隔阂，学生学有所疑却不敢质

疑者大有人在。 

2.3  评价体系的差别 

从 2012 年起，应教育部的要求，国内高校均

需向社会公布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其目的既

是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回应政府和社会的问责[7]。

现有评价体系通常是教育管理者用来评价本校教

师教学质量的主要方法，侧重教师考核指标，教

师考核也是重科研项目经费数量和获奖等次指

标，忽视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8]。相比

而言，美国大学遵照《华盛顿协议》培养模式，强

调教学方式手段与培养能力目标一致，即要实现

教学的每一个内容、过程，都要着眼于培养学生某

一方面的“能力产出”。在全美推广的“全国学生学习

投入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也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改进教学质量为目

的，关注学生的学习、成长与发展。这种做法或

要求标准上的不同，带来明显的效果差异。 

3  七措并举，提高国内食品专业“微生物学”

教学质量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与特性分析，我们应

承认其长处所在，并予以积极借鉴，助推提升国

内高校教学质量。 

3.1  倡导建构主义教育理念，以生为本，教学

相长 

盛行于西方国家的建构主义教学理念认为“情

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

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

组织、辅导和促进作用，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9]。

强调教学要关注学生的感受，教学“从句号课堂向

问号课堂转变”，笔者曾在课堂试行过“角色扮

演”，学生上台主讲 10 min，对关键知识点结合自

己理解进行阐释并提问，教师在台下充当“学生”，

其他同学进行互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目前，

微生物学理论课主要是教师讲授形式。在今后教

学过程中，应根据教学重点、难点设计一些主

题，开展阶段性的小组课堂讨论，及时解决学生

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倡导以研究性学习、协作学

习、合作学习和讨论式学习、课堂汇报及教师总结

讲解等方式帮助学生建构微生物学知识体系[10]，做

到向课堂要质量。 

3.2  实施课程教学义务助理制度，提高教学效率 

纵观美国教学课堂，课程教学助理机制健

全 [11-12]，校方通过资金投入、各方合作、多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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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关注和持续评价等为教学助理培训项目提供充

分的质量保障[13]，教学助理在日常教学管理中起

到重要作用。多年来，国内南昌大学公共课程“高

等数学”等学生数量大，教师课程压力大，课程教

学助理分担了部分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此

基础上，南昌大学启动本科教学课程助教制工

作，采取“研究生本人申请—导师推荐—课程主讲

教师同意—设岗学院批准—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

定”等程序，实现课程教学助理制度由“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等课程拓展到其他 80 余门专业课

程。明尼苏达大学食品与营养系推行义务课程助

理制度，规定每个硕士、博士必须承担至少一门

课程的教学助理。若借鉴该系义务课程助理制

度，将义务课程助理制度纳入评奖评优加分范

畴，可有效助推课程教学助理的全面施行。更为

重要的是，在试行课程助理过程中，教师发展中

心要联合多个部门开展工作，通过完善课程助理

的选拔制度，执行培训上岗和考核评估政策，以保

证课程教学助理工作高效开展。与此同时，健全

的教学助理机制可为期望从事教学职业的研究生

教学助理提供职业发展训练，有助于高校培养未

来优秀的师资队伍[14]。 

3.3  推进臻选优秀英文教材内容，拓宽国际视野 

微生物学发展迅猛，前沿研究成果多以英文

发表在优秀期刊，而且国外有非常多优秀的英文

版微生物学教材[2]。适当的双语教学有助于学科发

展，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为适应高等教育国际

化发展趋势需求，国内很多院校已经尝试开展食

品“微生物学”双语教学[15-19]，在教材选择、教学模

式应用、考核方式创新、教学队伍构建等方面进

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在教学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双语教学，提升双

语教学课程在整个培养方案中的比重，以中文教

材为基础，及时更新，臻选优秀英文教材作为补

充，如 Brock 的微生物生物学(Brock Biology of 

Microorganisms)，密切跟踪现代食品微生物学发展

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并结合课

程内容推荐学生阅读前沿文献，极力促进学生自

主学习，拓宽国际视野。 

3.4  强化实训、实习等情境学习，提升学生工

程化能力及创新意识 

微生物学理论课主要讲授微生物的生命活动

基本规律，在今后教学工作中要强化案例教学方

式方法，甄选一些生活、生产中与微生物生命活

动关联的有趣实例，寓教于乐，通过熟悉情境吸

引学生的专注力，活跃教学气氛，让诸多科学问

题变得更浅显易懂、明朗清晰。 

实验课程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的重要实践环节，也是检验课堂学习成

效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增

强综合性、开放性和设计性实验内容，将生产与

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将食品科学思维充分糅合到

基础技能训练过程中，使学科知识转化为学生的

专业能力，譬如通过测定食品中的细菌总数讲授

微生物与食品腐败变质，通过甜酒酿的制作和品

质鉴定讲授发酵食品微生物[20]；以学校食堂为教

学课堂，带领学生到酿造厂短期实习，强化实

训、实习工作，建立起校内各单位、校外相关部

门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用现场学习建构学

生的“工程观”和产业链意识。同时，将科研工作引

入教学，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调动、激发学

生探索学习的兴趣，提高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自主创新能力及独立从事科研活动

的能力，为今后从事科学研究或产品开发等工作

打下基础。 

3.5  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确保沟通高效通畅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多媒体教学方

式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微生物学的教学效

率，如教师采用多媒体技术图文并茂地展现微生

物的形态结构、繁殖方式、微生物群体等，使学

生对微小生命产生真切的感性认识；利用多媒体

技术演示微生物实验技术，使学生直观地掌握技

能等。在此过程，学生接受大量的信息，若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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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设计一些问题，推行 PBL 教学法[21]，摒弃微

生物学课程教学采取的单向灌输式传统教学方

式，知识的传递将更加牢固而有效。 

目前国内师生交流多通过 QQ群、微信群等即

时通讯方式，虽然便捷，但部分学生可能因未能

及时、充分关注这些聊天工具而错过一些重要信

息，因此教学平台的建设显得相当重要。明尼苏

达大学一站式服务管理系统将教学、科研、管理

和图书馆等有机联系在一起，为广大教师、学

生、科研人员及其管理人员提供一个动态的电子

信息平台。他们通过该系统了解学院、学校的各

种信息，查询工作安排及收发各种电子邮件等，

学生可以下载教学大纲、课件、视频、考核方式

等教学资料，该系统还链接了许多资料和与课程

相关的电子书，极大地丰富了课程相关信息，更

重要的是，其平台的师生互动功能得到了充分应

用。国内高校教学网络平台基本得到普及，教学

平台一般有教学大纲、课件等，内容亟需做到更

加丰富翔实；教师学生可通过平台进行留言互

动，但关注度不高，也未能做到及时回应学生呼

声，效果欠佳，还需加强宣传和完善建设；学生

可通过平台进行网上评教，但评教固定集中在期

末的一周时间开放，用统一行政命令简单达成，

甚至强迫要求达到 100%参评，一些没有意见的学

生或不愿参评的学生也“被动参评”，学生评价重量

化评分，少定性评判。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我们

应对国外高校的有益做法予以借鉴，进一步完善

教学网络平台，使其成为一个高效全面的信息来

源，让学生自觉自愿、客观中肯评价，做到评价

既有意见建议，也有有益经验分享。与此同时，

建构学工、教务等同步的大学工数据，实现各职

能部门的模块运行功能，助推教学增效提质。 

3.6  加强过程监控督促，助推理论实践同步 

国内理论课程的过程考评多局限于出勤率，

教师讲授多采用多媒体，但新技术应用是柄“双刃

剑”，过度依赖导致照本宣科的老师有之，学生上

课玩手机刷微博微信较为常见，不集中注意力听

课、不主动思考提问。明尼苏达大学微生物课程

期末考试成绩不是决定性因素，教师鼓励学生进

行课堂讨论，常设随堂测试，并以课堂参与活跃

度来评估学生的平时成绩，学生主动性较好，全

身心投入学习贯穿整个学期，知识掌握较扎实。

因此，在今后教学管理过程中，要优化教育教学

治理，加强过程监控，充分发挥辅导员、班级导

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加强教学与学工队

伍的沟通和配合，实现“教、学、督”三位一体，保

障课堂质量。 

国内实践课程的考核主要是预习报告和实验

报告的撰写，而实验多为验证性的基本操作，且

多为分组实验，同学之间“抄袭”实验报告的现象时

有发生。在教学实践中，从低年级学生开始，尽

早组织“三进”(进教师团队、进实验室、进科研课

题或项目)，增加一些综合性、个人独立设计实

验，实施实验室开放管理，将本科生吸纳至科研

项目研究队伍[22]，可在实践课考核体系中增加期

末技能考核[23]，采取单人考核，操作为主，口试

或笔试为辅，从而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端正科

研态度、强化规范意识，并可以通过这种“试错”选

择，进一步促进本科生尽早明确人生发展规划与

职业选择。 

3.7  强化师资培训提升，注重优势资源共享 

相对学生的主体地位而言，教师是教学过程

的主导，其专业素质和工程化能力直接影响教学

效果。教育不仅是注入一桶水，更是燃起一团

火，教师必须有“自燃”的能力，才能带动学生学

习。当前，青年教师是高校本科教学的主要力

量，他们精力充沛，反应力、接受力、理解力

强，易于将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带入课堂。

高校应予以政策倾斜、经费支持、机制保障，鼓

励青年教师走出校园，开展国内外访问进修、参

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观摩教学等继续教育，加

强同行交流和到行业企业学习，强化下企业挂职

锻炼、顶岗实训，拓宽教师视野与思路，加强工

程化能力培训与提升，提高执教技能与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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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积极发挥优势资源集聚效应，依托《华盛

顿协议》实现国内外对接，实现资源灵活利用，不

仅要重“派出”，也要重“引进整合”，聘请海外著名

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教学。浙江工商

大学聘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为学生全程讲授

“食品胶体化学”专业课程，探索实践了专业课程教

学的模块化与案例相结合、全面利用国际名牌大学

课程资源、开放的国际化课程考试等教学途径，启

发了教学思维，开拓了互利共赢教学模式[24]。 

4  结语 

鉴于国内外教学经验，我们要努力摈弃灌输式

教学模式，坚守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理念，

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注重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现

场教学法，应用模块化、案例化的教学模式，不断

改进教学模式，不断积累经验；将科研引入课堂并

注重导入专业领域的前沿动态和最新技术进展，以

建构主义教学思维帮助学生建立微生物学知识体

系，使学生的知识结构跟上时代步伐；在教学治理

方面，通过教风带学风、管理促学风、考风正学风，

齐抓共管，标本兼治，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创新精

神，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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