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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微生物学实验“三多”教学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在教学实践中的实施过程和

教学效果。“三多”评价体系主要是指教学考核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该评价体系的实施, 促

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建立了微生物学实践技术操作理念和思维; 激发了学生探究科

学、积极创新的热情; “三多”评价体系得到学生肯定, 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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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in Microbiology Experimental Education 

ZHANG Qing-Fang  CHI Nai-Yu* 
(Bioengineering College,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22, China) 

Abstract: “Three-multi” overall evaluation system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which consisted of multi-aspect, multi-angle and multi-level,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evaluation 
system showed a remarkable effect in stimulating the leaning interests of students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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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实验技术是微生物学学科建立和发展

的基础, 也是生物技术等学科发展的基础。它已广
泛渗透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 [1], 并不断发挥
它的独特作用。因此, 微生物学实验在高等院校生
命科学、生物技术及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必不可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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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他人教

学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 [2−6], 我们对微生物学实验
教学进行了思考和尝试, 创立了“三多”的全方位实
验教学考核评价体系[7]。 

1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 

根据实验教学内容层层递进, 体现重基础、重

操作技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目标, 建
立“三多”的全方位实验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实现对
学生综合素质进行科学的评价。“三多”评价体系即
考核方面多、考核角度多、考核层次多。 

1.1  多方面考核 
包括预习笔记、实验态度、实验室常识、实验

报告、实验操作技能、综合性实验答辩、研究性实

验论文等。 

1.2  多角度考核 
既对实验小组进行考核又对学生个人进行考核。 

1.3  多层次考核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内容由浅入深, 建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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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综合性、研究性“三层次”的微生物学实验课程
体系, 针对不同层次教学内容, 其考核方法不同。如
对基础性实验进行的考核, 以操作考核为主; 对综
合性实验进行的考核, 以答辩考核为主; 对研究性实
验进行的考核, 以完成的研究性实验论文为主。 

2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 

2.1  基础性实验的考核 
基础性实验由多个验证性实验组成, 占总学时

数的 3/5。包括显微镜观察技术、微生物染色制片技
术、玻璃器皿包扎技术、灭菌技术、无菌操作技术、

微生物接种技术、培养基制备技术、纯培养技术、

微生物分离纯化技术等; 着重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 

体现重基础、重操作。每个学生独立完成各实验内

容, 课前要求学生提交相应内容的实验预习笔记, 

教师在适当讲解、演示的基础上加强指导, 注重实

验细节, 严格规范操作技术, 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微

生物学实验技术最基本操作技能。这一层次实验教

学在课程的第 1 阶段完成。以操作考核为主, 同时
提交实验报告。 

2.2  综合性实验的考核 
综合性实验一般设 1~2 个实验, 占总学时数的

1/5。综合性实验由多种实验手段、技术和多个实
验内容所组成, 如“微生物的分离与纯化”。每 3 个
人为 1 小组完成实验内容, 采用设计型教学方式 , 
训练、培养学生对基础性实验内容、实验技能的综

合运用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 [4]。首先以组为单位按

实验大纲要求拟订一份实验方案(包括: 选择实验项
目依据; 技术路线; 取样方法、地点、样品种类; 实
验所用仪器及药品种类、数量; 实验技术所用方法、
依据、操作要点; 时间安排等内容), 指导教师对每
小组的实验方案进行审阅, 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
实验进行时教师巡回检查, 校正学生不正确的操作
方法, 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引导并启发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各小组同学要在规定时间里提交

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如分离培养的菌落、纯化的菌
种、发酵产品等)。这一层次的实验教学在课程的第
2阶段完成, 以答辩考核为主。 

2.3  研究性实验的考核 
研究性实验一般设 1 个实验, 约占总学时数的

1/5。研究性实验是在完成基础性、综合性实验基础
上, 用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实验方

法和手段, 对实验结果进行整理、统计, 对实验误差
进行讨论、分析, 得出结论; 训练学生分析问题, 解
决问题的能力。每 4 个人为 1 个小组。实验过程中
开放实验室, 在总的实验题目(如: 环境因素对微生物
生长的影响)下 , 学生通过查阅资料 , 利用实验室现
有的实验条件及时间等来各自安排选题(如: “培养
液 pH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培养温度对微生物生
长的影响”; “培养时间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通气
量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等)。学生以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为主, 老师适当地启发、引导。这一层次的
实验教学在课程的第 3 阶段完成, 考核以提交研究
性实验论文为主。 

3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考核成绩的组成及
比例 

表 1 显示了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考核成绩的组成
及各部分的比例。 
 

表 1  实验课成绩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and proportion of experimental 

course results 

成绩来源 
Source of the results

成绩组成 
Composition of the results 

Proportion 
(%) 

个人 
Individual 

平时表现 20 

个人 
Individual 

实验报告 15 

个人 
Individual 

实验技能操作考试 30 

小组 
Team 

综合性实验答辩 25 

小组 
Team 

研究性实验论文 10 

注: 平时表现包括预习笔记、实验态度、动手能力、实验室行为
习惯等; 综合性实验答辩成绩, 组员间有 1~5分差异; 研究性实
验论文成绩, 组员间有 1~3分差异. 
Note: Normal performances include preparation notes, experimen-
tal attitudes, practical abilities, laboratory behaviors and so on. The 
results of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reply between team mem-
bers exist 1 to 5 points difference.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papers between team members exist 1 to 3 points differ-
ence. 
 

4  教学效果 

4.1  学生对微生物学实验教学效果评价 
大连大学每学期期末都组织学生对所学课程进

行全方位评价, 包括课程体系、考核方式、学习兴
趣等 20项, 总分为 100分。自 2006~2007学年第 1
学期以来, “三多”考核方法, 先后在微生物学实验
课上实施了 3个循环。学生评价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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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微生物学实验课学生评教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microbiology experiments 

evaluating teaching lesson 
时间 
Date 

教学对象 
Teaching targets 

得分 
Score 

2004~2005学年第 1学期 
Semester 1 of 2004~2005 

academic year 

生物工程专业 
02级 1班* 

77.16 

2005~2006学年第 1学期 
Semester 1 of 2005~2006 

academic year 

生物工程专业 
03级 1班* 

74.22 

2006~2007学年第 1学期 
Semester 1 of 2006~2007 

academic year 

生物工程专业 
04级 1班 

94.32 

2007~2008学年第 1学期 
Semester 1 of 2007~2008 

academic year 

生物工程专业 
05级 1班 

95.32 

2008~2009学年第 1学期 
Semester 1 of 2008~2009 

academic year 

生物工程专业 
06级 1班 

96.33 

注: *: 没有实施该教学模式. 
Note: *: Without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mode. 

表 2 评教结果表明: 考核评价体系改革之前, 

学生对微生物学实验课全方位评价赋分较低, 直接

说明学生对课程可能采取应付的态度, 间接说明课

程没有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更深层次说明

没有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考核评价体系改革之后, 

学生对该课程的全方位评价赋分较高, 说明学生对

课程学习是积极和主动的,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兴趣, 学生高度肯定了教学效果; 近 3 年的评教

结果也进一步说明, 本课程教学和考核体系在逐年

完善, 日趋成熟。 

4.2   学生对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考核体系的评价 
4.2.1  考核评价体系问卷调查: 2008~2009学年第 1

学期, 生物工程专业 06级 1班对微生物学实验课考

核内容及效果进行了评价, 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实验课考核方式学生评价 
Table 3  Students appraisal on inspection way of experiment 

评价等级(同意人数/参评人数) 
The level of evaluation 序号 

Serial number 
考核内容 

Examination content 
A B C D E 总分 

1 实验前预习效果 18/27 7/27 2/27 0/27 0/27 92 

2 实验态度、动手能力、实验室行为习惯等 16/27 7/27 4/27 0/27 0/27 89 

3 实验报告 20/27 5/27 2/27 0/27 0/27 93 

4 基础性实验以操作考核为主 19/27 6/27 2/27 0/27 0/27 93 

5 综合性实验以答辩考核为主 24/27 3/27 0/27 0/27 0/27 98 

6 研究性实验以实验论文为主 12/27 12/27 2/27 1/27 0/27 86 

7 对小组进行考核又对个人进行考核 17/27 7/27 3/27 0/27 0/27 90 

8 考核方式能够激发我的学习兴趣 18/27 7/27 2/27 0/27 0/27 92 

注: A: 非常赞成; B: 赞成; C: 中立态度; D: 不太赞成; E: 非常不赞成; 每一评定项目满分 5分, 总计 100分; 统计按A=5分、B=4分、
C=3分、D=2分、E=1分, 累计加分. 
Note: A: Highly approve; B: Approve; C: Neutral attitude; D: Disapprove; E: Highly disapprove; assessment of each item is 5 points full 
score, the total score is 100;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A = 5 points, B = 4 points, C = 3 points, D = 2 points, E = 1 points, added the accumulated 
points accumulatively. 

 
表 3 结果表明: 学生对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考

核内容及效果赋分均在 86分以上, 是优秀课程。根
据学生的赋分 , 说明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授课内
容、考核方式是全面、科学的, 学生对授课效果给
予了高度肯定。其中评价最高的是“综合性实验以答
辩考核为主”为 98 分, 接受调查的 27 名学生中 24
名学生是非常赞成, 3名学生赞成, 说明学生对这种
能够展示自我学习方式、思维和效果的考核评价体

系是首肯的; 另外, “考核方式能够激发我的学习兴
趣”项调查赋分为 92分, 其中 18名学生非常赞成, 7
名学生赞成, 2名学生中立, 说明这种教学和考核方

式激发了学习主动性和兴趣。 
4.2.2  学生对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考核评价体系的体

会: 本课程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在生物工程专业 04
级、05级、06级实施后, 学生在期末课程总结时分
别写道: “微生物学实验课的‘三多’考核模式引发了
我们的学习兴趣, 而不是枯燥学习和单调考试的压
力, 我们轻松而愉快地完成了微生物学实验课的内
容, 特别是综合性实验答辩会让我们记忆一生; 虽
然每个小组的答辩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 可是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看到了同一实验题目下不同小
组的实验内容、设计方案、操作过程、实验结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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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为此每个小组想尽一切办法(阅读教材、查阅
资料、实验内容讨论、实验结果不理想的小组利用

课余时间重做等), 让自己的所做所想能更好地被同
学和老师认同而努力; 这种教学和考试模式, 使我
们真正全面地掌握微生物学实验技能, 培养了我们
的综合能力, 锻炼了我们的创新思维能力, 对今后
开展更多的其他相关实验、科研和工作都会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真的意犹未尽!” 

5  小结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建立的“三多”全方位考核
评价体系, 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科学、主动
创新的极大热情。该教学方式真正使学生掌握了微

生物学实验技术最基本的操作技能, 建立了微生物
实践技术最基本的操作理念和思维; 训练和培养了
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和思维能 力; 
更重要的是学生得到科学研究能力的初步训练; 培

养了学生善于思辩、积极讨论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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