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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微生物发展史贯穿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中外科学家对学科的贡献及科学研究的艰

辛历程,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使其对科学研究有了初步认识。80%以上的学生取得较

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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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aching of Microbiology, we introduced microbiological history and research experiences of 
scientists. Students had more interesting in learning and got some ideas of science research. Eighty percent 
of them got good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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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是生物科学领域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 是一门实践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 而且
内容繁杂, 学科发展迅速, 这门课程的教学值得我
们不断地研究和探索。如何根据学校培养目标进行

教学, 探索新型办学模式[1], 打破四堵墙, 尤其是教
与学之间的壁垒 [2], 是研究教学型大学人才培养亟
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经过几年的探索, 我们形成了
自己的教学模式, 以微生物学发展史及科学家为主
线, 带领学生进入学习和研究的殿堂。 

1  充分发挥学科发展史在教学中的作用 

1.1  以学科奠基人的故事吸引学生 
在绪论学习中, 重点讲述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

斯德(Louis Pasteur )和科赫(Robert Koch), 他们对
于微生物学乃至生命科学的贡献怎么强调都不过

分。 
首先以巴斯德的科学成就为主线阐述他对微生

物学的贡献。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是如何科学地设计

了曲颈瓶实验并推翻自生学说(Spontanous genera-

tion)、减毒疫苗的制备、微生物发酵等[3], 每一个研

究成果对我们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德国科学家科赫提出科赫定律、发明微生物的

纯培养方法、发现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病原物等奠

定了微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纯培养正是同

学们在微生物学实验当中要用到基本实验操作, 另
外科赫定律在鉴定 SARS 中的应用使同学们理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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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伟大的发现对当时及现在的意义。 
为使同学们对微生物学有初步的认识, 了解微

生物学的重要作用, 分析微生物学的发展规律和发
展方向, 我们不仅介绍这些科学家及其事迹, 还引
导学生对一系列事件进行分析: 在微生物发展的黄
金时代作出巨大贡献的都是欧洲的科学家, 为什么
在这些国家, 在当时的情况下, 出现这么多杰出的
科学家？结论就是当时的欧洲处于工业革命前到工

业革命的时期, 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推动了科学的
进步, 而科学的进步又大大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 

1.2  以突发事件中科学家的作用促进学生 
当今社会的热点事件如食品污染、禽流感等 , 

许多与微生物相关, 这就要求微生物学课程在教授
基本知识的过程中, 还要补充其他相关知识, 在学
生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 也能了解学科动态及最新
研究成果。 

例如在讲授病毒学这一章节的时候, 在教学上
我们补充了关于艾滋病及禽流感的相关知识, 这既
增加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了解, 也通过这些事件让
同学们看到了所学到的知识在当前现代生活的应

用。病原微生物的教学中, 我们介绍科学家何大一
(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发现者)和汤飞凡(沙眼衣原体
的发现者)的事迹, 这些华裔及中国科学家的故事增
强了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 

而解决一些重要的突发卫生事件, 科学家发挥
着极其重要的中用。如钟南山院士在 2003年如何分
析、解决广州 SARS 突发性事件的故事, 同学们听
得非常认真, 因为当时他们在上中学, 亲身经历了
SARS。从这事例中, 他们明白了如何面对权威, 深
刻认识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命题。 

1.3  以科学家对待实验的态度引导学生 
现行教材往往只告诉同学们结果, 而没有发现

的过程及对实验结果的分析。 
我们就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弗莱明 (Alexander 

Fleming, 英国科学家, 青霉素的发现者)为例, 讲述
如何对待出现的意外情况和意外结果。正是弗莱明

的科学分析及对偶然出现的抑菌现象的重视, 导致
青霉素的发现。 

讲授接合 (Conjugation)与转导 (Transduction)现
象的发现时, 将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发现接
合的过程按发表论文的形式写出来 , 如实验材料 , 
结果分析, 讨论等。通过引导, 最后让同学们自己讨

论 , 自己分析 , 得出了正确的结果 , 并且抓住接合
的本质。而在随后转导章节的讲授中, 同样是这位
科学家, 他用不同的实验材料, 得到不同的实验结
果。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 该如何对待这个结
果？科学家又是如何对待的呢？这一教学方式使同

学们对接合与转导的区别印象深刻, 即接合的发生
需细菌与细菌密切接触, 转导是由病毒介导的。这
两个现象能够被发现主要是莱德伯格分析了实验材

料, 抓住了病毒与细菌的区别, 使同学们对科学研
究有了初步的认识。最终考试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

点, 90%的同学回答出接合与转导的定义与区别。 

2  教学效果 

微生物学这门课程结束后, 学生考试取得很好

的成绩。近 3年 80分以上占 85%以上, 不及格者为

5%~8%。为了了解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情况, 我

们每个学期都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 同学们对生命科学的不同方面有了

较大的兴趣, 明确了微生物学科的重点。尤其可喜

的是, 近一半同学在高中没有学过生物学的情况下, 

大部分同学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对微生物学很感兴

趣。另外, 不同的学生关注的方面有所不同, 对科学

家及科学家研究经历感兴趣的达 70%。这显然与任

课教师的引导有关, 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

生阅读科学家传记、文献及专业网站, 及时与学生

交流, 解决其在学习中的困惑。同时让学生走进实

验室, 真实感受一些常用的微生物实验器材(如 Petri

培养皿)及材料(如琼脂)在当前科研中的应用, 而这

些正是科学家们在科学研究中发明和发现的。 

3  展望 

课堂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力求使同学们认识科

学研究、培养科学研究的兴趣并积极投入其中。以

微生物学发展史及科学家为主线的讲授能够很好的

做到这一点,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将进一步完
善这一教学模式。 

微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课程, 它要求学
生掌握理论知识, 更要求学生能将理论知识用于实
验操作[4]。目前上海大学已经建成生命科学实验教

学中心, 形成了涵盖微生物学实验在内的 5 个中心
实验平台, 并且建立了实验中心的网站及大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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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为开展大学生创新实验搭建了基地。我们将
在今后的教学中将微生物学发展史与实践教学相结 
合, 课堂教学配套精品课程网站建设, 不断丰富科
学家科研的精彩经历, 吸引同学, 打牢学科基础。同
时组织引导同学们成立创新性课题组, 自主设计课
题方案, 进入实验中心动手实验, 培养同学们的科
研能力。我们的目标是着力使同学们在发现问题、

探究问题、研究问题中学习成长, 着力培养具有创
新性思维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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