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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使学生在微生物学实验课程中注重动手动脑能力的培养, 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成为

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 本文对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教学进度、教材、学生能力的培养方式和

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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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thinking and practicing and enhance their compre-
hensive abilities in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the authors try to search for some new teaching ways and as-
sessment methods in microbiology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also attempt to make some improvement in 
the textbook and adjustment in teaching schedule so as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into specializ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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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微生物学教学效果的标准主要是看毕业生

在实际生产中运用微生物学知识和实验技能解决有

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何, 因此, 在高校微生物学课

程教学中必定同时开设微生物学实验课程。微生物

学实验课程不仅是学生了解和掌握微生物学实验基

本方法和操作技术的一个学习过程, 也为学生进一

步深入学习微生物学及相关学科奠定基础 [1]。作为

与微生物学理论课程并重的专业基础课程, 实验课

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动脑能力和动手能力, 使得学生

毕业后在专业领域中成为真正能够解决生产科研问

题的技术人才。而在传统的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过程

中, 往往采用实验课堂上教师单纯讲解示范, 学生 

一味模仿照搬的教学方法, 这样使学生形成不思考, 
不注重动手过程, 只注重完成任务的受教惯性, 最
终导致学生过后就忘, 不能掌握操作技术要点的结
果, 教学效果差。对于传统教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我们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了探讨、改革和实践,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微生物学理论课教学与实验教学不能脱
节, 应紧密结合, 进度一致 

学生是以理论课上学习的微生物学知识为基础

进入实验室的, 因此进行实验教学的教师也应该具
备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 熟知理论课教材, 清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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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教学进度和学生的掌握情况, 这样有利于在实
验教学中讲解实验原理时突出重点和难点。而有的

教师在实验教学中不清楚理论课的课程进度和知识

内容 , 导致在实验课上过多地重复讲解实验原理 , 
或增加新的知识内容, 使学生厌烦或觉得难以理解
而降低学习兴趣, 并且过多占用课堂时间导致实验
动手时间不够, 学生也就不能够很好地掌握操作技
能。所以, 在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过程中理论课教学
和实验课教学可以由同一位教师负责, 或者教师之
间要多讨论多沟通, 这样在进行实验教学时就可以
通过适当的复习提醒学生有关的原理内容, 而有针
对性的突出应重点讲解的内容, 如操作方法、特别
注意的事项等, 这样学生可以尽快掌握要点, 从而
进行实验也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2  简明扼要地编写实验指导书, 防止学生
照搬书本, 依赖书本 

实验指导书是教学的依据和学习的指南, 是构
成教学的主要要素。对于与微生物学理论课密切结

合的微生物学实验课程, 目前多数的实验指导书的
编写内容十分丰富, 从实验原理、仪器设备到实验
方法和步骤, 全部罗列出来, 而我们在教学中发现, 
过于详细的微生物学实验指导书使得部分学生过于

依赖书本, 进入实验室前不预习, 到了实验室不认
真听教师示教 , 而是对照着书本的步骤随意操作 , 
不注意操作细节, 对实验内容所反映的理论知识也
不能很好的联系起来, 完全是为了完成实验步骤而
来, 不动脑的实验过程导致学生出了实验室就完全
忘记了所操作的步骤和内容, 不能掌握基本的微生
物实验操作技能, 达不到教学目的的要求, 教学效
果较差。 

针对这样的情况, 为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脑
能力, 我们对实验指导书的编排进行了改革, 书本
的“实验原理”仅作概说性提示, 让学生在做“预习报
告”时 , 通过认真复习理论课中讲述过的有关基本
理论知识, 尽可能简明扼要地概括出实验原理的要
点。“实验内容”部分仅列出主要操作步骤, 让学生依
据已有实验经验和有关理论知识, 在教师示教的前
提下, 通过联想和动作思维, 完成具体的操作过程, 
以免在不假思索、“照方取药”式地做完实验后收获
不大。书本特别设置了“注意事项”, 特别提醒学生操

作中应注意的细节 , 可以帮助学生顺利地做好实
验。书本中还编有较多的“实验思考题”, 旨在引导学
生在实验中积极动脑思考 , 设法通过实验找到答
案。通过这样的教学改革实践发现, 学生使用了精
简的实验指导书在预习后对实验原理充分理解的基

础上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 使其动手、动脑能力和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3  注重学生的自主能力, 学生提前预习实
验, 观看实验课件和录像, 完成预习报告 

与理论教学相比较 ,  实验教学具有直观性、 
实践性、综合性、探索性和启发性等特点 ,  通过 
实验可培养学生对事物的观察、比较、分析和综 
合的能力 ,  以及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但在传统的实验教学过程中 ,  往往是由教师做好 
预实验, 课前准备好实验材料后, 学生按照教师在
实验前的讲解、示教及实验讲义中规定的方法、步

骤按部就班地进行实验, 得出预知的实验结果, 写
出一份甚至是互相抄写的实验报告。这种教学方法

使得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服从地位, 忽视了学生积极
参与的作用, 达不到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目的。 

因此 , 为了更好的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 
我们在实验教学中要求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认
真写好“实验预习报告”, 教师在实验课堂上检查签
字, 否则不能参加实验[2]。“实验预习报告”要求思路
清晰, 其内容包括: 目的要求、实验原理、实验内容
和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和疑难问题。我们将自行制

作的CAI课件 [3]提供给学生课前观看 , 课件内容包
括实验步骤的动态文字描述和实验操作录像, 以方
便学生提前熟知实验内容和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 , 
学生观看完课件和录像后结合实验指导书和理论知

识进行编写“实验预习报告”, 这样的要求使得学生
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非常明确实验的目的、原理、

内容和注意事项, 而没有清楚的地方可以通过疑难
问题列出, 待上实验课具体操作起来时弄明白, 这
样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实验课中教师也可以更简明
地讲解实验原理和实验内容, 从而节省出更多的时
间给学生进行实验操作, 使其更好地掌握基本的实
验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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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求学生进行编写“实验预习报告”以前的教
学中, 我们发现学生完成实验后上交的“实验报告”
大多只抄写冗长的实验操作步骤, 导致没精力进行
实验结果的充分分析和讨论, 实验报告肤浅, 纯当
完成任务敷衍老师。而实现教学改革后, “实验预习
报告”的完成给学生写好“实验报告”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实验完成后的“实验报告”不必重复赘述已经
预习过的内容, 而只需完成实验结果和分析、实验
收获以及解答预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其中实验结
果和分析尤为重要, 应力求把所观察到的现象和结
果详尽、真实地描述或记录下来并进行分析。如革

兰氏染色结果, 应着重反映菌体的颜色、大小及排
列方式等, 对于杆菌还应反映出两端的形态。芽孢
染色结果还应注重芽孢的着生位置以及芽孢与菌体

的相对大小, 视野中芽孢的多少、芽孢颜色的深浅、
游离芽孢的多少等 [4], 这样使得学生更有精神和时
间对实验结果进行理解分析和“消化”, 并通过查阅
相关资料, 对比分析所得实验结果是否合理, 从而
作出一份有水平和有深度的“实验报告”, 真正掌握
实验的理论内容及操作技能。 

4  分小组进行综合设计性实验, 由学生独
立完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素质

教育意识的增强, 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具有综合能
力、创新能力的人才成为高校教学努力的方向。而

微生物学实验是一门实验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 , 
是培养学生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和应用技术的场所[5], 
因此在教学过程观察性验证性实验占的实验课时相

对较多, 包括“细菌的单染色法及革兰氏染色法”、 
“真菌形态构造的观察”、“细菌的生理生化反应试
验”等 , 这些实验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基础实验教学完成

后, 专门设置了一些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实验项目, 
如“环境中微生物的分离和鉴定”, 这是一个综合性
实验, 这实验把消毒灭菌、培养基配制、无菌操作
技术、显微镜使用、细菌简单染色、革兰氏染色、

细菌大小测定、微生物生理生化等都包含于其中[6]。

实验要求学生分小组完成 , 由各小组成员查阅资
料、讨论后综合设计出实验方案, 实验完成后再各
自完成自己的实验论文, 实验论文要求以科研论文

的形式提交。为保证综合实验顺利开展, 教师对学
生提交的实验方案进行认真审阅, 经过与学生讨论
后, 制定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在实验过程
中教师应特别强调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应用基本操作

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注重学生对实验过程、结果
的分析和记录以及学生在出现问题时能否提出有效

的解决方法。在最终进行成绩评定时根据实验方案、

实验结果、实验记录和实验论文进行综合评分。综

合设计性实验的设置, 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应
用过程, 把学习的自主权交给了学生, 充分给了学
生思维的空间, 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重要途径之一 [7], 有助于学生独立思考, 团结合作, 
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今后
的研究性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5  改革考试方法, 实验过程中随时抽考, 
检查学生动手能力, 综合评定学生成绩 

对于微生物学实验教学的考核, 我们并不使用
实验教学中通常采用的按平时实验报告平均分给出

总评或课程结束后抽签考核某一项实验操作技能的

方式, 这样的考核方法不足以敦促学生注重实验操
作技能, 微生物学实验过程中操作技能的掌握是实
验成败的关键, 特别是无菌操作的概念必须深深植
根到学生的脑海中。为使学生能够牢固地掌握操作

方法和操作要点, 我们在实验过程中, 会不定时对
已经学习过的的实验操作技能进行抽查考核, 每次
只抽查几名学生, 通过这样的考核, 被抽查到的学
生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 其他同学也能从
中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 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和科
学的实验态度, 尤其是对一些容易养成习惯的不规
范的操作 , 要特别重视 [8] , 例如 , 接种试管和试管 
塞的随意抓握, 培养皿的随意打开和任意放置在台
面上等缺乏无菌操作意识的做法。我们在实践中发

现, 课堂抽考所用时间不多, 但却能够让学生更重
视自身动手能力的培养, 而不是仅仅关注实验结果, 
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让学生的实验结果一塌糊涂, 什
么也观察不到, 而科学严谨的操作技能往往让学生
一次就能获得好的实验结果, 也让学生获得了实验
成功的成就感, 在提高动手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学
习兴趣。课程结束后每位学生都会被抽考到 1~2次, 
而课程总评成绩的评定为平时预习报告占 20%, 实



黄  瑶等: 改革微生物学实验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917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2] 陈琼华, 钱黎明.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中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的探索.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6, 26(6): 22−26. 

验报告占 20%, 综合实验占 20%, 课堂抽考占 40%, 
学生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要想成绩好 , 必须从平时
做起”。 [3] 林燕文, 王茂先. 高校教师在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应用

CAI 应具备的素质 . 微生物学通报 , 2006, 33(2): 

165−167. 6 结语 
[4] 张香美, 马同锁, 刘  坤, 等. 夯实基础, 培养能力—— 

普通微生物学实验教学点滴体会. 微生物学通报, 2008, 

35(6): 963−966. 

在生物科技研究中, 微生物是重要的研究目标
或是研究的工具。微生物学实验作为一门实验技术

在微生物学学科发展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生物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 微生物学实验技术更加
显示出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所以高校微生物实验

室的大力发展, 实验教学的不断改革对培养学生的
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及实际操作能力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9]。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 我们只有顺应时代要
求, 不断改革创新, 才能造就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新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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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实验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白求恩军医学院学报, 

2006, 4(1):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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