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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通识教育选修课“微生物与生活”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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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湖北工业大学生物工程系 2014−2019 年间在全校本科生中开设通识教育选修

课“微生物与生活”的教学探索。通过教学方法、情感培养及结课评价等改革实践，采用模块教学，

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激发学生对微生物知识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对微生物学知识的

理解。课程打破常规的考试评价机制，采用结课报告与课堂学生现场汇报的评价方式，强化对学

生自身的锻炼，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5 年的教学实践表明，这种改革创新对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学生感兴趣的知识为切入点，使学生主动参与，更好、更深入地

了解微生物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在实践中获得知识的成就感，并激发部分学生对科学研究的

兴趣，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研究的情感。本文将理论教学、学生汇报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改变学生

对传统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认知，通过启发、引导等形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环节的有机融合，获得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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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organism and Life is the optional course of general education elective course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engineering of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hich has been opened for 5 years. 
Here we summarized the practice of reformed teaching methods, emotion training strategy and multipl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The modular teaching and integr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ocial practice 
were used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The 
written-course-complete report and oral presentation were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study effect instead of 
the conventional examination mechanism. Th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was greatly improved via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modes. Five-year’s teaching reforming practi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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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Meanwhile, the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be more interest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t was proved that the course Microorganism and Life made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ed the effective ways of knowledge transmitting, affective educatio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teaching methods, and our productiv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elective course, Practical teaching, Microorganism and Life 
 

当今时代，通识教育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丰

富学科知识并融会贯通的课程，其目的是为受教育

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增加

学生知识广度及拓展视野的同时，使学生兼备人文

素质与科学素养，因此逐步受到世界知名大学的认

同。通识教育在大学本科教育中起重要的作用，为

学生提供跨学科、跨文化、跨时空的教育，培养学

生多种思维方式，把学生培养成为多元文化继承

者，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成为富有社会责任

感、使命感的新时代人才[1]。 

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分支学科，

并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基础[2]。微生物因其个体微

小，不能用肉眼识别且难于认知，从而使大多数学

生对其认识不足，甚至对微生物产生一定的误解。

因此，正确认识微生物对指导人类生活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湖北工业大学将通识教育选修课“微生

物与生活”采用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面

向全校各专业本科生，以身边的人和事为出发点，

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引发思考。这种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将枯燥、深奥的理论知识与课程实践

相结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将感

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激发学生探究生命奥

秘的热情，提高大学生科学素养以应对复杂的生态

与社会环境[3]。 

近年来，微生物引起的流行性出血热、非典等

传染病破坏力强，给患者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由

于人们对微生物基础知识了解匮乏，往往不懂得如

何防治、如何利用微生物，因此具备一定的微生物

学知识十分必要。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光荣使命，只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才能使

他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和环境考验时自由应

对，用所学的专业素养来指导学习、工作和生活，

为提高全民素养贡献力量。通识教育选修课“微生

物与生活”在湖北工业大学经过 5 年的教学实践，

从教学方法、课程论文、结课评价等角度进行改革

探索，明显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气氛轻

松活跃，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因此，在高

校面向非生命科学专业学生而开设通识教育选修

课“微生物与生活”值得推广[4]。 

1  课堂教学模式多元化 

1.1  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开展课程教学 

作为一门典型的通识教育课，“微生物与生活”

既要重视基础知识的讲授，又要兼顾非生物专业学

生的理解程度。微生物基础知识是教学中的重点内

容和教学中需要重点突破的难点，该课程将科学与

人文、知识传授与科学思维结合。在讲述微生物相

关知识的过程中，结合学生调研汇报、生产实践等，

向学生讲授科学思维方法的同时，将微生物学相关

的热点问题有机整合到实践课程中，向非生物科学

专业本科生普及微生物学常识和进展，提高公众的

科学文化素质。为了让非生物专业学生更好地理解

相关知识，教师捕捉身边的生活实例和社会热点将

实践引入课堂教学，提升学生问题探究能力。如：

学生课前到各大超市调查发酵酸乳说明书，深入食

用醋、酱油等制造公司进行调查研究，通过网络查

询资料了解基因重组人胰岛素的制备过程。这些存

在于身边的实例能够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微生物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学生由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中获得的短效成功是他们对

学好专业课以外课程树立自信的有效手段。这样的

实践教学不仅能够传授微生物学知识，还能通过实

例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强烈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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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生物与生活”通识课教学中，挑选出对微

生物学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到

武汉天龙黄鹤楼酒业进行生产实习。基于企业接待

能力与专业兴趣等，生产实习人数限定在 10 人以

内，以生物专业、机械专业为主。在企业短期实习

过程中，学生了解到白酒的生产工艺、制曲方法、

微生物发酵生产酒精的原理等。通过生产实习等实

践教学不仅提高了教学效果，而且还提升了学生对

未来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不仅加深了对知识的理

解，也对企业管理、工业生产等有了一定的认知。

通过上述的教学实例，我们总结出在一些具有地方

特色的工科院校中，尤其是在学生就业导向企业的

院校中，将通识教育选修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加

有利于对学生的培养。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

教学模式下，不仅能够将微生物学知识传授给学

生，而且能通过生活实践启迪学生的心灵，培养他

们的创新思维及各方面能力。此外，对地方资源及

地域产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1.2  课堂讲授基础上，以“模块教学”实施理论

教学 

人类生活与微生物是密切相关的，微生物的存

在实为一柄“双刃剑”，既可为人们带来美味食品、

特效药物，也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为了正

确认识微生物在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湖北工业大

学通识教育课程“微生物与生活”采用模块教学开

展。伴随着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微生

物的内涵逐步丰富，教学内容多样性日益呈现。我

们将教学内容设置为 6 个模块(图 1)。每学期最低

选课人数约 100 名，每学年超过 200 名学生，高峰

学年达到 360 名。课程共计 32 学时，模块教学按

照 20 学时进行，课堂学生报告采用 8 学时进行，

课外实践按照 4 学时进行。学生报告的实施采取

分组报告的形式，每次课进行 1 或 2 组，每组   

5−8 名学生，每组由一名学生代表作汇报。由于学

生生物学知识基础参差不齐，专业及兴趣又不尽相

同，因此课外实践活动采取自愿报名形式，利用非

教学时间到黄鹤楼酒业等生产教育实习基地进行

生产实习。该项教学以参观为主，一次大约 4−6 h。

对于另外一部分对调查感兴趣的学生，为其布置任

务：利用课余时间到超市或生活区做微生物相关知

识的调研。 

在教学模块执行过程中，模块一包括微生物知

识介绍、微生物操作技术等内容，此模块着重讲解

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及对人类的益处和危害，做到

微生物知识的简单科普；模块二包括微生物与食

品、益生菌与健康、微生物在食品中的应用，该模

块重点强调生活中与微生物相关的食品，讲述微生

物对日常饮食等带来的影响；模块三包括微生物与

疾病、常见病原微生物及免疫学知识，此模块结合

人类常见疾病展开教学，重点讲述流感、肝炎等常

见疾病及防病注意事项等；模块四包括微生物与环

境保护的关系、微生物处理水、微生物与生物质能

源等，此模块针对目前环境污染治理开展教学，重

点介绍水环境、土壤环境的微生物修复，同时讲述

生物质能源相关知识；模块五包括微生物与农业、

微生物农药及微生物肥料等，此模块建立在第四模

块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引起的

污染，重点讲述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的前景及应用

等；模块六包括微生物与工业生产、微生物生产胰

岛素等，此模块是人类利用微生物工业化的一个重

要部分，通过胰岛素、啤酒、青霉素等对人类发展

的贡献，重点讲述微生物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 

在教学时间分配上，教学模块一、四各采用   

4 个学时进行，其他模块按照 3 个学时进行。 

在教学难易程度分配上，首先，教学模块一、

二针对非生物专业选课的学生讲授通俗易懂的基础

知识，以身边的热点实例为切入点，以问题代入知

识，培养学生跨学科思维，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其次，各教学模块难度逐级递增；最后，

教学实践模块六中涉及到专业性强的分子生物学和

基因工程知识时，从深入事物的本质出发，而非单

纯掌握某种技能，目的是在教学和实践过程中将学

生的最大潜能一步一步激发出来，体现出通识教育

和专业教育的本质区别在于方法上而非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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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生物与生活”课程体系构架图 
Figure 1  Course schedule of Microorganism and Life 
 

模块教学方法的使用使得学生掌握知识条理

清楚、效果良好，真正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6]，从而达到亲近自然、热爱科学、拓宽视野、

勇于创新、陶冶情操的目的。 

1.3  通过实践锻炼加强课堂教学效果 

通识教育课程由学生自主选课，老师在保证课

堂教学的同时，以尊重个体差异为主，基于兴趣为

导向，鼓励学生自主选择进入实验室参与简单的微

生物学实验操作及研究。实验技能锻炼由简单到复

杂、由参观到实践，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通过设

计简单、有代表性的课题入手，切实体现理论指导

实践、实践回归理论的过程。湖北工业大学通过   

5 年“微生物与生活”课程实践的经验积累激发出强

大的感染力，吸引了大批非生物专业学生进入到专

业微生物研究室进行参观学习、学术交流及研究训

练。在课程开展过程中直至结课，每学期到实验室

参观学习的学生超过 50 人，约占总人数的 1/3−2/3。

国内外专家来校讲学专场报告会，每场非生物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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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均超过 20 人，约占总人数的 1/8−1/5。每学期

到实验室进行基本实验训练的学生超过 10 人，约

占总人数的 1/20−1/18。我们通过“微生物与生活”

通识教育选修课 5 年实践教学的探索，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良好效果，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求知欲，发

掘出学生的潜在能力，使他们既要提高知识广度，

又要加强学习深度；既能跨学科进行思考，又能解

决相关问题；既善于团结协作，又善于突破自我。 

通过实验锻炼技能的教学过程使学生对探索

科学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对生活充满

了自信。学生们认识到从古至今人类通过科学研究

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过程，更加坚信知识就是力

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对学生的未来职业规

划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为创新教育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2  教学改革措施的探索 

2.1  传统教育教师角色的转变 

我国古代教育以私塾为主，教师唯我意识过

强，无视受教育的主体，授业过程体现为教师教死

书、学生死读书，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仅有少数学生可以脱颖而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

的教育以高考指挥棒为准绳，课堂教学采取“填鸭

式”方法为主，师生均重理论轻技能，双方缺少互

动，造成很多学生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不高，导致

社会发展缓慢。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大力发展素

质教育，社会、家庭和学校均注重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但由于生活水平等因素制约，很

多学生对德育、体育等重视不足，而达不到真正实

施素质教育的目的。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成果日益显著，教育也分

享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与此同时，课堂教学改革引

起了教育管理部门及广大师生的高度重视。课堂教

学尝试将改革传统讲授的枯燥模式转变为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创新教育课堂教学模式。师

生双方在课上及课后相互交流日益增多，这为知识

和技能的传授带来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实践教学

中，我们尽可能把课堂还给学生，采用组长负责制

的形式将学生以地域或学院进行分组安排布置任

务。在模块教学中，我们采用自愿报名方式给予学

生极大的自主选择性，每个模块的教学中挑选 

1−2 名学生为代表，其他成员积极配合为辅，时间

控制在 25−30 min。让他们体验身份的转变，在由

学生转变为教师的过程中，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角”，通过其独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及教学

过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加上团队同学的积极配

合，将枯燥的课堂生动起来，将专业知识以大众的

角度呈现出来，配合教师的循循善诱和适当指点，

令教学效果精彩纷呈。从开始教师以专业角度导入

课程，到学生汇报后教师为学生清晰地理顺教学思

路、点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达到知识从现象到

本质、从感性到理性、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越[7]，使

得整堂课教学主题突出，教学内容符合认知规律，

时间安排合理，课堂气氛活跃，做到形散而神不  

散[8]，既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又体现出以教师

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同时，将课堂参与作为结课评

价的一个因素，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打破以往以考试分数为主的评价体制，为教学

改革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师生角色互换教学过程中，一名学生以介绍

酸乳的制作过程为例讲述了微生物学知识。学生从

市场调查入手，讲授酸奶品种、风味丰富，而且已

走进千家万户，但其制作过程简单并具有很大的可

操作性，引起了大多数学生的兴趣，短短的十几分

钟，学生对人类肠道内的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嗜

酸乳杆菌等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和对人类生活的改

变有了一定认识和理解。另一名学生以近来上海等

城市倡导的垃圾分类为切入点讲述了微生物在物

质循环及环保领域的应用。在多场的课堂报告中，

介绍家乡与微生物制造食品相关的学生超过了

50%，介绍微生物感染及预防措施的学生约占 20%，

这些数据表明学生对与自身联系密切的微生物知识

兴趣浓厚，并乐于借此机会介绍宣传自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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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生自选的五大课题(图 1)进行课堂汇

报，使学生切实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师整合多种教

学手段强化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增强课堂活力，实

现教学目标，将课上好上活，构建和谐融洽的师生

关系，圆满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使学生在轻松活跃

的课堂气氛中对微生物的相关知识有了进一步的

理解。这种模式的转变，达到了既传授知识又锻炼

能力的良好效果。 

2.2  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学方法既是决定一门课程成败的关键，又

是决定学习兴趣与学习效果的主要因素。为了提

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教学方法必须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 

改革开放初期，课堂教学以板书为主、个别教

具为辅，这种传统教学方法导致学习效率不高，培

养的人才难于适应社会发展。20 世纪末期，课堂

教学中出现了投影仪、挂图等，该种教学方式在一

定程度上加强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调动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但是投影仪、幻灯机等设备落后，仅

限于在表象上给学生一定的认识，对学习效率的提

高依然有限。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水平大幅提升，党和国

家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加大了对教育的投

入，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引入了多媒体教学。多媒体

教学展示给学生的内容由图片上升为视觉、听觉等

全方位的知识传送，使学生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中快

乐学习，能够自主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结合多媒

体技术进行学习，在学习中将情感教育引入其中，

构建多维连接与互动的课程框架，实现全程关注、

全体辐射的全能培育目标。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以

微生物与食品教学模块为例，我们将中央电视台栏

目“舌尖上的中国——酸奶豆腐”引入教学，学生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酸奶豆腐制作过程中微生

物所发挥的作用。由酸奶豆腐的制作方法引发学生

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鼓励学生热爱生活。

同时引导他们发散思维，举一反三说明酱油、面包

等的制作原理，掌握与微生物食品相关的更多知

识。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应用不仅便利了教师的

“教”，也有利于学生的“学”，同时更利于课后疑难

知识的解答及线上的沟通交流。例如在微生物与疾

病模块，我们以 2003 年席卷我国的“SARS”病毒为

例引入教学，让学生了解微生物个体微小、威力巨

大的特征，进而追溯到 14 世纪欧洲“黑死病”，学

生们对微生物引起的重大疫病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心，进一步提出问题“如何预防微生物疾病？”通过

答问等环节使学生掌握微生物制造抗生素、疫苗等

为人类健康服务的知识。 

2.3  学生主体身份的转变 

“微生物与生活”课堂教学中为了开拓学生视

野、培养能力，采用了将学生身份转变、让不同专

业不同年级学生走上讲台充分展示自己的模式，优

化了课程内容，积极探索课程的整合。在探索跨界

协作的课程中，我们鼓励打破学科、年级的壁垒，

增强综合性和开放性，加强课程与社会生活的关

联，跟进科技发展，以创客课程和素质教育课程为

导向，组织并鼓励学生参与融入课堂教学，参与课

堂体验。例如在微生物与食品模块，学生以“教师”

身份将镇江陈醋引入课堂。首先，利用中央电视台

专题纪录片展示镇江陈醋的制作工艺；其次，设

计课堂提问“陈醋的制作过程中微生物发挥了什

么功能”，并随机进行提问解答环节；再次，由陈

醋导入发酵食品，并认识日常生活中的发酵食品；

最后，学生总结生活中微生物对食品产业的巨大

贡献，加深学生对微生物的认识和了解，学习微

生物学知识。 

3  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3.1  重科研轻教学氛围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科学研究投入的日益增

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各大高校纷纷提出了各自

的科研主导思想，旨在获得对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

的成果，将大学发展成为国内甚至国际知名的科研

机构。无论是建设“双一流”大学，还是建设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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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校，无疑都更加倚重科研。这种科研氛围在

短期内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

研轻教，昔日大学的职能日趋弱化。这种现象的产

生既与高校价值评估的导向有关，又与高校内评价

教师的考核指标及奖励政策密切相关。考核评价标

准的转变和失衡，奖励政策的倾斜，自然触动了教

学与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从而引发高校和教师重

研轻教。如何使高校和教师更好地完成培养人才的

使命，解决重研轻教的问题，关键就是要在思想上

明确高校要想成为“一流大学”，教学是基础，必须

明确把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个核心点，并以

此促进高校其他工作。要引导教师转变思维，建设

多元化、多维度评价体系，做到“教”“研”相长。相

信新时代的教师会端正思想，教学、科研并举，更

好地为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在湖北工业大学，经过系统调查获知，通过“微

生物与生活”通识教育课的学习和实践后，部分学

生对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学生产生从事科

研的想法。相当一部分学生，特别是生物工程与食

品学院的学生能尽早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专任

导师，并积极主动地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实验室从事

科学研究。这部分学生在本科期间就通过科研训练

丰富了专业知识，锻炼了实验技能，还有部分学生

经过努力撰写并发表论文，在获得成果的同时也提

高了科研论文的写作能力。在这一课程的感召之

下，近两年间先后有学生发表了《生孢噬纤维菌研

究进展》[9]《纤维素酶研究进展及应用》[10]《科研

训练对大学生培养的必要性》[11]等论文 10 余篇，

突显了教学促科研的效果。 

3.2  教育教学资源配置不足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发展差异较大，如东部沿

海地区教育资源配置良好，然而西部内陆地区经济

基础相对较差，教育投入相对不足。很多地方高校

缺少教学用具及研究仪器，师资力量严重缺乏，很

多教师跨专业教学，甚至肩负多门课程教学任务，

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各高校在教育教学资源配置

方面，无论从师资上还是教辅用具上无疑都倾向于

核心课程，加上通识教育课程由于不受考试限制的

原因，学生的重视程度也不高，各方面的制约使其

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能更好地发挥通识教育

选修课的作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政策措

施、管理制度、资源投入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从

而有力地推动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良性发展。 

3.3  教学改革重视程度不够 

在实际教学中不难发现，很多通识教育选修课

依然采用“照本宣科”的传统灌输式方法。多数教师

缺乏对教育改革的正确认识，认为选修课可有可

无，没有太大实用价值，不愿花心思参与教学改革，

普遍存在墨守陈规、教学方法创新不够等突出问

题。由于教师对现代教学手段掌握不好或应用不

足，导致课堂毫无生气，师生互动匮乏。这很明显

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当今时代已达不到良好

的教学效果。我们应该倡导高校课堂教学改革在主

干课程开展的同时，通识教育选修课也应不甘落

后。基于此，“微生物与生活”课程针对 5 年来教学

实际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顺应时代，

与时俱进。在教材选择方面大胆改革，针对每学期

不同的教学目标和学生构成选择合适的教学素材，

以多版本相关教材为依据，通过任课教师广泛收集

资料信息，独立编排教学内容。在教学中，广泛采

用理论、实践相结合，改革教师满堂课说教的方式，

以教师引导为主，学生分组汇报等形式进行“微生

物与生活”的课堂教学改革。这种教学方式大大提

升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了学生参与课堂的广

泛性。 

结课考核评价方面，首先，以往单一的考试制

度已根深蒂固，教师往往不重视改革，因为改革必

将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花费更多的时间。其次，学生

在日常学习中也普遍认为非核心专业课程对专业

和今后的升学就业等影响不大，进而导致学生也不

重视，花费时间较少，缺乏学习主动性，学习效果

差。但对于非专业的学生来说，单一的考试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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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我们从通识教育选修课实

际出发，提高学生对非核心课程的重要性认识，大

胆采用课程论文、学生报告、生产实践等方式对学

生进行评价[12]。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中，我们以课

程论文为基准，根据生产实习、课堂报告等方面的

表现给学生分别加 10−20 分。通过考核方式的改

革，学生对非核心课程有了重新的认识，学习兴趣

提升了，课堂理解知识的效率明显提高，同时也杜

绝了抄袭作业的现象，有利于加强学习主观能动

性，获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13]。 

3.4  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微生物与生活”教学实施过程中，我们也曾

经尝试普及学生集体实习，但受实际情况的限制没

能实现预期效果：(1) 由于学生专业不同，专业课

程的设置不同，很难找到契合的时间段；(2) 企业

接收实习生能力有限，一般情况下接纳能力约为

20 人，我们课程人数较多，不能满足一次性集体

实习的要求；(3) 在安全管理方面，实习生人数多，

实习单位对学生的管理较少等因素，增大了安全管

理的难度系数。但在大环境中教学改革的驱动下，

我们将遇到的困难当作行动的动力，在学校实训期

间狠抓学生的德育教育，从外部环境中寻求多方面

的大力支持，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通过努力，

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纠正了学生的一些不良行为

习惯，增强了他们的纪律意识。在集体实习的过程

中也提升了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引导学生由“要

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教师也为教学改革所取

得的良好效果感到自豪，“微生物与生活”课程的校

内认可度和热度节节攀升。 

4  思考与展望 

通识教育选修课“微生物与生活”在教学过程

中采用课堂理论与课外实践、师生讲授与学生汇报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摒弃传统单一的“填鸭式”教学

思想，提升学生的兴趣和探索精神，同时建立多元

化灵活的评价体系，将“快乐”教学贯穿于课程教学

过程，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获得感。该课程

在湖北工业大学经过 5 年多的探索和实践，经过对

课程改革的多维度、多角度的深层次剖析，梳理出

课程改革发展的脉络轨迹，构建出适合本课程特点

的规范的课程体系框架和可行性实施方案。为通识

教育选修课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使得大家

对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发展与改革有了更加清晰

和全面的认识。 

“微生物与生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转变原有

的思维方式，以学生兴趣和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教学情境带入专业知识，将专业性、系统性

较强的理工类知识通俗化地融入学生的教学和情

感教育中。在教学开展中由开课初的几十人，快速

发展到近 200 人的局面。人数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该课程的认知度和热度，受到学生的一

致好评。通过 5 年的教学实践摸索，该课程对促进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在科研兴趣、情感

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课程设计和教学

软硬件方面等都还有很大的上升和发展空间。在今

后的教学中，我们要通过加强师资培训、加大资源

投入、丰富教学方法手段等方式更好地提高课程的

实施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努力将通识教育选修课堂

从理念、技术和应用三个维度大力发展“智慧课

堂”[14]，打破束缚，打造非专业课程的统一的全数

字化网络基础平台，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智慧

校园[15]。 

受“微生物与生活”课程的启发，我们将扩大

该专业领域范围，争取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逐步开

设相关课程的通识教育选修课。我们相信非专业

课程也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在自身发展的同

时，更好地为专业课程服务，实现相互促进的全

面转型，构建“教” “学”相长的教育模式，实现无

边界的全方位协作，有效提升教学效率，加速创新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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