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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几种讨论式方法在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 
林海萍*  张立钦  张昕  胡加付 

(浙江林学院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 为加强学生创新精神与应用能力的培养, 解决微生物学教学内容递增与课时递减的矛盾, 

提出在微生物学课堂上实施辩论赛、学术报告竞赛与讲课比赛等几种讨论式教学方法。实践证明, 

这些新方法与传统灌输式课堂教学方法相比, 具有课堂气氛活跃, 教学效果倍增; 学生担当评委, 

师生打成一片; 鼓励标新立异, 倡导个性发展; 弥补课时不足, 拓展课程内容等鲜明的优势, 人才

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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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scuss-based Teaching Methods for 
Microbiolog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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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rain students to have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applied ability,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creasing content and decreasing class hours, several kinds of discuss-based 
teaching methods put in practice on microbiology classroom we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de-
bate contest, academic report contest and lecture compet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of instilling, these new measures had many obvious advantages, 
such as enlivened atmosphere in classroom and redoubled effect of teaching, students acted as judges so 
teacher and students mixed together, encouraged students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and developed dif-
ferent individual characters, made up for inadequate class hours and widened contents of curriculum. 
Qualities of students who were trained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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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高校课堂教学方式, 基本上是教师按照

教学大纲的要求, 围绕课本对学生进行灌输式的授

课, 教师讲、学生听, 形式机械, 学生扮演的角色只

能是被动地听, 教与学、师与生的互动性严重缺乏。

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 很难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学效果往往不理想, 而且与当前多数高校“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1]。 
教学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教

学方法的有效改革不仅是教学内容改革的重要保

证, 而且直接关系到人才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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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2]。因此, 在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下, 为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如何针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是摆在我

们每位高校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本课程组在长期的微生物学教学过程中, 着力

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摸索出了几种讨论式

教学方法, 通过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证明这些方

法在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人际交往

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 都显示出传统教学方法所

无可比拟的优势,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  当前微生物学教学中存在的新问题 

微生物学是重要的生物基础学科, 它在生命科

学重大基础理论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形成发展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 是当前生命科学中发展最快并正在与

其他学科广泛交叉与渗透的前沿研究领域。该课程

综合性强, 涉及面广, 与化学、生物化学、生物学、

遗传学、生态学、生理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及

基因工程原理等课程的内容相互渗透, 具有多学科

交叉性。微生物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技术已渗透到

所有生命科学的分支, 全面推动了生命科学各领域

的发展, 微生物学已成为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重要

基础理论课。 

由于人们日益意识到微生物和人类的关系非常

密切, 近年来该学科飞速发展, 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不断涌现, 致

使微生物学教学内容不断增加[3]。另一方面, 随着国

内大多数高校不断强化素质教育, 注重宽口径、厚

基础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通识教育、素质教育课程

在各高校被列入人才培养方案, 而“微生物学”等专

业基础、专业课的课时则一再缩减。如我校植物保

护本科专业的微生物学课时就从 64 学时(48 理论, 

16 实验)缩减到 56 学时(40 理论, 16 实验), 再缩减到

40 学时(24 理论, 16 实验)。课时缩减后, 理论课时

只有原来的 1/2, 使得微生物学教学面临着教学内

容递增与课时递减的两难境地。如果采用传统的教

师讲授, 学生听记的方法, 只能对教学大纲中的所

有内容点到为止, 老师有如赶火车般匆忙, 学生感

觉应接不暇, 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必须探索一

种既能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应用能力, 又能适合内

容多、课时少这一客观问题的教学新方法。 

2  在微生物学教学中实施的讨论式教学方法 

2.1  确定主旨 
根据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教师是教学

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 知识建构的帮助者、促进

者, 而不是主动施教的知识灌输者; 学生是知识的

主动建构者, 而不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知识

的灌输对象[4]。目前国外的高等教育更趋向一种认知

的教育模式, 即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 确立

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教师主要起到引导与组

织的作用,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5]。 
在微生物学教学过程中, 课程组确定了教师的

角色是“引导”而非“灌输”, 即引导学生寻找知识、总

结知识, 从而培养其创新精神、自学能力等为教学

主旨。 

2.2  讨论式方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方式 
课程组在微生物学课堂教学中 , 按照“教师有

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形式活泼多样”的思路, 对

微生物学一些重要章节、重点、难点等内容组织学

生进行 5 次左右形式多样的讨论式教学。笔者设计

了“微生物与我们”、“微生物发酵工业发展现状与前

景”、“基因工程研究现状与未来”、“微生物在环境

保护中的应用”、“微生物学学习收获与体会”5 个课

堂讨论必选题目和“酸奶的功效与制作方法”等一些

任选题目, 学生也可以自选一些与课程重要章节相

关的题目。每次讨论式教学在课堂上大约用时 1 节

课, 要求至少有 12 个同学参加并尽量避免重复。如

果 2 个班(60 人)合班上课, 就可以保证每个同学至

少有 1 次机会; 如果 1 个班单独上课, 则每个同学至

少有 2 次机会。在第一次上课时利用学习绪论的时

间就把这些讨论议题、开展形式与要求等全部布置

给学生 , 让学生一开始就进入整门课程学习的氛

围。这样, 同学们就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做好查阅资

料、思考、总结等讨论准备工作, 并随着教学内容的

进行开展讨论, 具体实施方式介绍如下。 
2.2.1  课堂辩论赛: 对于“微生物与我们”、“微生物

学学习收获与体会”这两个议题 , 我们采用课堂辩

论赛的形式进行讨论。每个议题设两场比赛, 每场

设 4 个同学为正方、4 个同学为反方。如对于“微生

物与我们”这个辩题, 正方观点是: 微生物对我们人

类利大于弊; 反方观点是: 微生物对我们人类弊大

于利。而对于“微生物学学习收获与体会”这个辩题, 
正方观点是: 微生物学学习收获与体会中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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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观点是: 微生物学学习收获与体会中不好的一

面。要求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查阅资料、思考总结、

交流讨论, 准备参加辩论赛。在辩论过程中, 同学们

的观点进行激烈的交锋与碰撞, 时不时产生一些灿

烂的火花, 同时通过唇枪舌战, 锻炼了参赛队员的

思维与口才。老师安排不参加比赛的所有同学根据

辩论赛的要求对正反方两支队伍与每位队员进行打

分 , 决出名次 , 选出最佳辩手 , 最后由老师对双方

观点与辩论水平进行点评。 
在绪论课后进行的题为“微生物与我们”的辩

论赛 , 使同学们在加深对微生物世界与课程的了

解过程中爱上它。在课程教学接近尾声时开展以

“本课程学习收获与体会”为题的辩论赛, 以促使同

学们对所学课程进行一个整体的贯通与反思 , 并

对老师的教学提出一些建议与意见 , 从而使教师

可以有针对性地及时改革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

容、改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促进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 
2.2.2  课堂学术报告竞赛: 对于“微生物发酵工业

发展现状与前景”、“基因工程研究现状与未来”等讨

论题目, 我们采用课堂学术报告竞赛的形式开展。

课前安排 6 组学生, 每两人一组进行分工合作, 通

过查阅资料, 进行思考凝练总结, 完成一篇综述论

文, 同时做好 PPT。课堂上给每个组 8 min 的时间, 其

中 5 min 由其中的一位同学上台做报告, 3 min 给另

外一位同学回答老师和同学的提问。所有不参赛的

同学做评委, 根据报告内容、PPT 质量、汇报技巧、

回答问题等情况打分, 评出优胜者。 
针对微生物学领域重要问题进行现状分析与前

景展望, 通过撰写文献综述和学术报告竞赛, 引导

学生养成关注最新学科发展前沿与动态的良好科学

素养。 
2.2.3  课堂讲课比赛: 对于“微生物在环境保护中

的应用”等问题的讨论 , 我们则采用课堂讲课比赛

的形式。与学术报告竞赛类似, 课前安排 6 个同学, 
每人一组 , 完成认真研读教材、查阅资料、做好

PPT、准备好教学所需材料等备课工作。在课堂上

给每位同学 10 min 时间上台讲课, 按照上课的要求

给台下的同学传授相关知识, 并要求实现教学互动, 
随时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同样请台下不参加比赛

的同学当场打分, 评出“好老师”。 
作为高校教师 , 笔者深深体会到 , 讲课是学习

的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同学们通过讲课比赛, 不但

牢固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相关知识, 而且锻炼了讲课

技能, 同时还体验了当老师的滋味, 明白了上好一

节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可以促进他们以后更

加认真地听课。 

3  讨论式教学的优势 

3.1  课堂气氛活跃, 教学效果倍增 
由于微生物个体微小 , 种类繁多 , 绝大多数肉

眼看不见或看不清, 无法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直观的

印象 , 微生物学课程讲授的内容是一个微观世界 , 
必须借助显微镜才能对其进行观察, 学生们普遍感

觉到“看不见、摸不着”, 缺乏感性认识, 误认为与日

常生活关系不大, 学习兴趣不高。同时, 微生物学的

教学内容以描述性为主, 其中基本概念、基本特征、

基本规律等需记忆的知识点多, 这些繁杂的内容如

果采用传统的说教式教学方法, 极易造成教师讲起

来机械呆板, 学生学起来枯燥无味, 双方都提不起

兴趣, 不利于记忆和理解。学生对课程中的基本概

念、基本特征、基本规律等都很难牢固记忆, 更不

要说对课程内容有深刻理解和掌握了, 教学质量与

学习效果很难达到要求[6]。 
对于讨论式这种让他们处于主体地位的教学方

法, 学生普遍很感兴趣。加上竞赛的形式激发了学

生比一比、试一试的竞争意识,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教师

还把竞赛得分作为期末总评成绩的一部分, 进一步

促使同学们认真对待课堂讨论。为了展示自己的水

平, 每位参赛的同学都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在此过

程中, 对相关知识有了比较全面的掌握和比较深刻

的理解, 同时又培养了自学能力、锻炼了查阅资料、

撰写论文与口头表达等多方面的才能, 并提高了自

信心。很多学生搜集了许多相关课外知识与最新学

科动态, 实现了全班同学之间大量知识与信息的共

享。同学们特色各异、个性鲜明的表达与展示使课

堂上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与掌声, 课堂气氛极

其生动活泼, 老师得经常提醒同学们小声一点, 别

影响旁边教室同学上课。 

3.2  学生担当评委, 师生打成一片 
教学的本质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 是交流与探

究的过程, 也是师生合作、互动的过程, 通过教学可

以达到师生共进、知识共享[7]。讨论式教学方法, 使

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 , 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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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和创新思维, 引导学生关注最新的学科发展前沿

动态。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 , 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 , 
启发了学生善于思考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 所有的比赛都让学生来担任评委, 一方面学

生会体会到教师对他们的尊重, 他们也回馈教师以

信任, 这种师生之间相互信任与尊重的感情非常有

利于教学的顺利开展; 另一方面, 学生为了能打出

合理的分数, 必须要认真听讲, 促使每个同学都能

在讨论课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 实现同学之间的

交流与共享。常言道: “一人讲, 众人听, 容易当成耳

旁风; 众人讲, 大家听, 思路开阔趣味浓”[5]。传统的

教学模式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树起了一道界墙, 不仅

阻碍了学生和教师的交流, 还阻碍了学生相互之间

的交流、探讨, 局限了学生的思路和视野。通过讨

论的方法让学生参与教学、互教互学、相互启迪, 不

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 而且还可

以互相受益, 教学相长。 

3.3  鼓励标新立异, 倡导个性发展 
每次讨论的准备工作, 都要求学生通过自学完

成, 借此培养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充分发挥自身

主观能动作用, 进行自主学习。教师在每次讨论课

后进行点评, 对有些学生在讨论中表现出来的不唯

书、不唯上、大胆置疑的精神给予积极鼓励, 借此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在课堂

辩论赛、学术报告竞赛与讲课比赛等形式的讨论过

程中, 学生破例思维、逆向思维、求异性思维、风险

性思维、立体和开放性思维等反常规思维方式得到

了充分锻炼与展示, 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变得敢

于打破常规, 敢于“标新立异”, 个性得到充分展示。 

3.4  弥补课时不足, 拓展课程内容 
传统“模式化”的教学方式, 特别强调教学内容

的系统性、教学程序的完整性、教学手段的规范性, 
以大纲为框架, 以教材为中心, 逐章逐段满负荷讲

授, 甚至把讲课程序进行细化、量化, 作为一种规范

化的评比标准。这种机械性的教学方式, 不仅限制

了教师教学风格的发挥, 更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同时, 随着课时的递减与教学内

容的递增 , 如果采用“模式化”教学 , 不仅教学质量

差, 连大纲中规定的基本教学任务都完成不了。 
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 , 学生在课前的准备中 , 

充分运用教科书、参考教材、期刊文献与网络资源, 

广泛涉猎相关知识, 精心选择讲授内容, 既拓展了

自己的知识和视野, 又为其他同学提供了良好的教

学素材。通过课堂上多种形式的竞赛, 在有限的学

时里将大家分头花了不少课外时间搜集的信息进行

了集中展示 , 既节省了课时 , 又提高了教学效果 , 
可谓一举两得。 

4  结语 

课程组在微生物学教学过程中, 采用形式多样

的讨论式教学方法,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学生变得

更喜欢上课, 并踊跃报名积极参与讨论, 课堂气氛

非常生动活跃。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微生物学相关

的创新课题、开放项目与教师科研工作, 考研率与

录取率均大大提高。课程组教师指导学生荣获与微

生物密切相关的“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金奖 1 项、铜奖 1 项。“微生物学”于 2007 年被批准

列入省级精品课程建设, 课程组也于 2009 年被评为

省级教学团队。 
虽然课程组在教学过程中, 特别是在讨论式教

学方法的实施过程中, 积累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但

作者也深感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需要

大家坚持不懈地努力与创新, 将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还应多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特

别是来自学生的意见, 精益求精, 不断提高教学效

果与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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