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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微生物学课程体系的构建和实践教学进行了初步探索, 通过优化课程方案、完善实践

教学体系、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更新教学手段, 激发了学生学习微生物的兴趣, 增强了学生的实

践技能和综合能力, 提高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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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about the 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Micro-
biology. The practical teaching was strengthened by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program of Microbiology, 
constructing the perfect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bases.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Microbiology was stimulated, and their practic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abili-
ties were also enhanced by reform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as improve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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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是生物类高职教育中一门重要的专

业基础和职业技能课程 , 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微生

物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 , 掌握微生物的分离、培

养、检验方法 , 为学生能够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解决

相应的技术性问题奠定基础 [1]。对此 , 本着高职教

育 “理论必需够用 ,  注重技能培养 ”的原则 ,  在微

生 物 学 教 学 中 ,  我 们 围 绕 如 何 加 强 实 验 实 训 提 

高学生动手技能 , 如何通过职业实习、生产实践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增强适应岗位的竞争力等方

面 , 从微生物学课程建设与实践教学改革入手做

了许多尝试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以就业为导向优化课程内容体系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工作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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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微生物学课

程的作用, 一是为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如发酵工

程、食用菌生产技术、营养与食品卫生管理等奠定

知识基础; 二是为学生今后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提供

丰富的微生物学知识和实践技能。学生只有具备了

微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 才能更好地到与

之相关的企事业单位从事生产经营、科研和管理工

作。因此, 我们根据生物产业的岗位需求, 在课程设

置中遵循以职业技能为核心, 以掌握微生物的基本

规律为前提, 以实际应用为重点, 强化了微生物学

实验技术, 加大了实验技能训练。 

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 结合微生物的实际生产

应用和几年来的教学实践, 我们编写了适合高职教

育使用的微生物学实验校本教材——《微生物学实

验实训指导》。内容包括: 基础实验、实训项目、综

合实验和设计实验, 每一部分又分必做和选作, 教

师可根据学生掌握情况, 灵活安排实验; 学生以《微

生物学实验实训指导》为依托, 在老师的指导下, 自

行设计实验, 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 

2  坚持理论教学“必需、够用”原则, 深化
教学内容改革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是以培养实用型高

级专门人才为主, 不是学术型人才, 其课程内容是

以技术技能为核心而不是以学科知识为中心。本着

理论教学“必需、够用”原则 , 突出重点 , 坚持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以服务和指导实践、提高技术应用

能力为目的。结合微生物与工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

的密切相关性, 在应用技术的讲解上结合生产实践

进行内容精选。如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介绍近年来山

东省食用菌的发展和重点推广的优良品种; 在讲微

生物生长与繁殖内容时 , 结合微生物的工业发酵 , 
讲解生长曲线在发酵工业中的应用, 生产实践中如

何控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 如何防止食品的腐败变

质等; 在讲微生物代谢时, 结合食品的卫生学检验, 

重点讲解肠杆菌科的鉴别技术、生物固氮在农业生

产中的应用等; 讲微生物遗传育种时, 重点介绍生

产实践中优良菌株的选育与获取等。而且, 通过我

系毕业生在企业从事产品的微生物制菌试验的典型

案例分析研究, 提高学生分析、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的能力。 
为使学生了解前沿学科技术 , 拓宽视野 , 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会注意收集微生物学的前沿和研究热

点、最新成果和技术, 在讲课的过程中适时地穿插

进去。例如给学生介绍 DNA 重组技术、基因扩增技

术等高新技术在改良微生物菌种产生新的发酵产品

等方面的应用, 为学生能够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奠

定理论基础。 

3  强化实践教学,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微生物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

科 , 实践教学对整个教学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在加强理论教学的基础上, 我们十分重视实践

教学, 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实践教学的要求, 让每个

学生得到充分锻炼。 

3.1  整合优化实验教学, 强化基本技能操作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在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学生加深理解微生物学基

础知识和基础理论, 提高分析问题及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微生物学实验教学

中推行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改革, 实行任务

驱动, 项目导向, “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并

且建立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考核评

价体系,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科学、

主动创新的热情[2]。 

在实验教学中, 首先通过讲解本实验的技术和

方法的产生过程、使用范围及在生产实践中的实际

应用, 使学生对本实验的技术和方法有一个较全面

的了解和认识, 明确学习目的, 从而激发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然后以“任务驱动”调整结构, 改变

实验顺序, 把分散的各实验项目组织成连续的、系

统的系列实验, 并让学生参与准备实验的过程。例

如把“培养基的制备”与“微生物的灭菌技术”整合为

一个大实验; 把显微镜的使用、四大类群微生物的

形态观察及细菌的单染色、复染色、芽孢染色技术

整合为一系列连续的、系统的实验; 把微生物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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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镜直接计数法以及在生产中的应用、环境微生物

的检测、啤酒生产中啤酒酵母质量的鉴别、微生物

的分离与活化等实验, 形成一个个研究项目, 通过

“任务驱动”让学生自行准备 , 自行动手实验 , 撰写

实验报告, 并进行总结交流和成果展示。通过这一

系列的实验, 使学生不但掌握了一系列微生物的基

本技能操作技术, 而且认识了微生物实验是一个连

续、系统的知识体系, 各实验项目之间有着内在的

联系, 从而培养了学生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验操作技能, 培育了学生的创新

意识。 
我们还实行实验室对学生开放的措施, 吸收学

生参与到教师的研究课题中。学生自己安排时间 , 
在课余时间去实验室做实验, 指导教师随时进行指

导。学生通过参与教师科研活动, 不仅进一步掌握

了各种实验方法, 巩固了所学的基本操作技术, 加

深了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

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的能力, 并在参与科

学研究的过程中改进方法、产生新成果, 也促进了

教学相长。 

3.2  合理安排校外实习 , 增强毕业生的岗位适

应性 
课程实习是学生在校外企事业单位完成微生物

技术应用的实训, 形成校内教学与校外实训在内容

上的有机衔接 , 将“实习”和“工作”有机结合 , 是整

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 也是检查教学质量的必要

措施和提高基本技能的重要手段。 
为了加强教学与生产实践的联系, 我们先后与

山东省农科院各研究所和下属生产企业、山东省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山东食品发酵设计研究院等单

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 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生

产实际, 将所学知识直接用于生产实践。另外, 我们

还与实习基地配合, 将实习的内容纳入到教学范围, 
使实践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几年来的实践表明, 学

生通过这些训练, 能熟练地掌握微生物学的基本操

作技术, 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职业技能, 提高

了综合素质, 为走向社会快速适应所从事的职业岗

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系 2008 届的 2 名毕业生, 
在山东食品发酵设计研究院毕业实习期间, 在实习

基地老师的指导下参与了该院与山东中科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新型食品添加剂可得然

胶生产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毕业后到中科公司

工作, 并迅速成为业务骨干。 

3.3  推行双证书制度, 开展职业技能鉴定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一项国际通行的行业准入

制度, 是劳动者求职、任职、开业的资格凭证, 是用

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在大学生中

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可以和学历教

育有机融合, 对增强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和就业、创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3]。由于加强了实

验实训——职业实习实践教学, 大大增强了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职业技能, 学生在学习了微生物学课程

后即可以申报“微生物培菌工”、“食品检验工”等工

种的鉴定。我们济南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合作, 参与制定了“微生物培菌工”、“食品

检验工”两个特殊技术工种的考核标准 , 并依托我

系的实验室平台, 设立了这两个工种的职业技能鉴

定考点, 组织学生参加“微生物培菌工”、“食品检验

工”等工种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 使学生在获得学

历证书的同时顺利获得了相应的由国家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增强了毕业生的就业

竞争能力。 

4  更新教学手段, 提高教学效果 

4.1  寓教于乐,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动力, 只有充分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学过程中, 我们从学生日

常生活的具体事例入手, 抓住学生感兴趣的事和活

动。例如肯德基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我们通过与百

胜餐饮集团——青岛肯德基有限公司签订的食品微

生物检验项目, 指导学生到肯德基餐厅取样, 进行

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数的食品微生物常规检验, 加

深了学生对所学实验技能的认识和掌握。这些寓教

于美容、食品、军事等学生感兴趣的活动中的教学

方式, 提高了学生对微生物知识的求知欲和学习微

生物的兴趣, 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受到了学生

的普遍欢迎。 



1578 微生物学通报 2011, Vol.38, 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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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采用启发式教学,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授之以鱼 , 不如授之以渔。” 在教学过程中 , 

我们注重“启发式”教学, 尽量给予学生多向思维的

启示, 鼓励学生主动地积极思考并讨论, 尽可能“活

学活用”。例如在讲解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必需的条件

时, 首先让学生自己结合 SARS 疫情、禽流感、猪“高

热病”等传染病的传染和预防 , 通过查阅相关的文

献资料, 整理并制作成 PPT, 在课堂上演示给其他

同学 , 并进行讨论 , 然后由教师总结讨论情况 , 解

答讨论中的遗留问题, 引申出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必

需的条件。这种教学方式, 学生表现踊跃, 一方面加

强了师生双方情感交流, 营造了民主和谐、愉悦的课

堂教学气氛; 另一方面, 也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和掌握, 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 

4.3  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微生物个体微小、结构简单、种类繁多, 用肉

眼无法直接观察。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难

以表达和呈现微生物的真实结构; 采用多媒体教学, 

能够使抽象的微生物知识和某些抽象的过程变得具

体化、形象化, 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在课件制作

中, 我们在文字内容系统、清晰、重点突出的基础

上, 配合精美、直观的图、表、动画、视频等多媒

体资源。例如对于噬菌体感染、普遍性转导过程、

色氨酸操纵子的阻遏机制等较难理解的知识点, 我

们精心制作了 Flash 动画 , 帮助学生更形象地理 

解这些知识点, 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为了克服

多媒体教学板书少, 学生来不及记录的不足, 我们

将讲课的多媒体课件和相应的文字材料都挂到了精

品课程网站上, 学生可以自由上网进行观看和复习, 

并能和任课教师进行在线交流。 
通过微生物学课程建设与实践教学改革, 使学

生系统掌握了微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和实验方法, 提

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为今后从事

微生物相关的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们会

继续努力学习, 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并通过不断

总结教学经验和改革尝试, 进一步提高微生物学的

教学水平, 从而为培养具备较高微生物综合素质的

应用型、高技能型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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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书写规范 

论文中统计学符号书写规则 

统计学符号一般用斜体。本刊常用统计学符号介绍如下, 希望作者参照执行。 
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 x, 不用大写 X, 也不用 Mean。标准差用英文小写 s, 不用 SD。标准误用

英文小写 xs , 不用 S E。t 检验用英文小写 t。F 检验用英文大写 F。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χ2。相关系数用英

文小写 r。样本数用英文小写 n。概率用英文大写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