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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提高医学微生物学教学质量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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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学微生物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具有知识点繁多、内容分散的特点。拥有

高学历的青年教师正逐步成为高等院校的主力军，提高青年教师医学微生物学教学质量是亟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夯实教学基本功、提升教学能力、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数字化教学手

段、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如何提高青年教师医学微生物学教学质量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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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teaching by you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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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athogen Biology,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21, China) 

Abstract: Medical Microbiology is an important basic medical cours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umerous knowledge points and dispersive contents. Young teachers with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re becoming the principal teaching staff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by young teachers is an important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from the aspects of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basic teaching skills of young teachers, enhancing teaching abilities, flexibly using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including digital teaching measures, and well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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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微生物学是医学相关专业均开设的一门

医学基础课程，在医学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医学

微生物学课程具有知识点繁多、内容分散的特点，

学生往往在知识点记忆以及前后知识融会贯通等

方面觉得难度很大。近年来，普通高等院校中高学

历青年教师的比例日益提高，青年教师正逐渐成为

教学的主力军。青年教师虽然具有较强的科研能

力，但是存在教学基本功不扎实、教学经验不足、

对教学工作不熟悉等问题[1]。青年教师如何尽快适

应教师的角色，胜任教学工作，进而提高医学微生

物学教学质量，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针对该问

题，笔者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角度总结出一些提高医

学微生物学教学质量的方法以及个人体会(图 1)。 

1  夯实教学基本功 

1.1  专业知识 

“教”与“学”对于知识的要求，就像是一桶水与

一杯水的关系。要“教”好，需要具备更加丰富的知

识储备，不仅要深入理解和熟悉所教课程的知识，

还需要掌握与之相关联的知识。 

青年教师在入职之初，最好选择医学微生物学

的一本权威教材，同时参考不同层次的医学微生物

学教材，进行系统和深入地学习，吃透教材里面的

每个知识点、注重前后内容的融会贯通、找寻不

同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地把握重点和

难点内容，再针对某个知识点拓展学习相关学科

的知识[2]。比如，微生物的致病性与临床症状、传

染病学和病理学知识联系紧密，讲解微生物的免疫

性又需要用到免疫学相关知识，这就要求青年教师

拓宽自己在相关学科的知识面。只有这样，才能把

握医学微生物学的整个知识体系，在教学中避免照

本宣科，防止内容枯燥，做到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医学微生物学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

性，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是医学微生物学课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掌握娴熟的实验技术是青年教师必备的

专业素质，可以为讲好理论课锦上添花。青年教师

最好亲自参与实验课准备，进行预试验，了解实验

流程和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提高自身实验

技能，在实验课上讲透实验原理，上好实验课。有

趣的实验课能够提高学生动手参与实验的热情，有

助于他们理解课本知识，巩固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图 1  青年教师提高医学微生物学教学质量的方法与教学设计 
Figure 1  Methods and teaching design abou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teaching by you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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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表达能力 

纵使教师的学识非常渊博，如果不能将信息恰

当有效地传递给学生，教学效果也不会很理想。所

以，青年教师的表达能力非常重要。 

教师取得教师资格证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普

通话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等级，也就是需要教师说一

口清晰流利的普通话，让学生能听懂。在此基础之

上，课堂上运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讲解教学内容，利

用抑扬顿挫的语气强调重点难点内容，帮助学生接

收理解知识。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现代社会对于人才英语

水平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双语

教学显得十分必要，这就对青年教师的英语口头表

达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青年教师可以申请到英语

国家进行学习交流，不仅可以练就一口地道流利的

英语口语，还能提高专业知识水平。 

表达能力除了包括口头表达能力之外，书面表

达能力同样重要。课堂上如果全是教师口头讲解，

学生一不小心走神很容易错过重要内容。所以，教

学中合理使用板书对于提升教学质量非常关键。板

书要漂亮首先需要青年教师写得一手好字，板书的

内容也需要经过精心设计。板书不宜过于繁杂，要

简洁明快，层次清晰，不仅要包含重要的知识点，

也要涉及难点内容。板书中能用图表达的内容，尽

量不用文字。文字繁多显得枯燥死板，而图则能够

让知识变得立体有趣，容易记忆。 

1.3  多媒体课件 

多媒体教学是当前普遍应用的一种数字化教

学手段。多媒体可以将文字、声音、图像以及视频

有机结合起来，使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形象，

便于学生理解与掌握[2]。正是由于多媒体教学的广

泛使用，所以熟练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和制作多媒

体课件，也是青年教师必备的教学基本功。多媒体

课件是教师讲课的辅助工具，一定要杜绝照搬教科

书以及通篇皆文字的情况，要做到言简意赅、图文

并茂，并适当加入动画视频，帮助学生理解教师讲

课的内容，提升教学效果。 

2  提高教学能力 

为了尽快提高青年教师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

力，我校近年来推行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方案，根

据“一对一”的原则为青年教师配备培养导师，导师

都是相关学科具有 10 年以上教学经验的副高及以

上职称、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他们热爱教育事业，

师德师风高尚，教学效果优良。 

2.1  听课与观摩示范课 

根据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计划，青年教师需要

系统聆听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所开设的一门完整

的课程；学校每学期也会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

开展几堂示范课教学，供青年教师学习。 

上述教师不仅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方法熟练、

教学组织合理，而且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们在

教学中经常联系临床实际，并且广泛联系其他相关

学科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深化所学内容。

这也正是青年教师所缺乏的教学能力。通过听课和

观摩示范课，青年教师可以进一步熟悉教学内容、

明确教材体系、把握内容主次、分清重点难点、熟

悉教学方法、积累教学经验、提升教学能力。听课

还有助于青年教师积累临床案例，进而应用到自己

的教学过程中，丰富教学内容，增加学生学习兴趣

的同时提升教学质量。 

2.2  集体备课与新课试讲 

集体备课要求教师精心准备医学微生物学课

程中某一堂课的内容，主要展示教学思路、教学设

计、教学课件、教学方法等，再由教研室全体教师

点评。新课试讲则是青年教师在正式踏上讲台对学

生讲授课程之前，严格按照正式上课的程序开展的

一次教学活动，试讲时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同行

都在场。 

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陷入一个误区，就

是唯恐学生听不懂，教学内容面面俱到，重点难点

不知取舍，讲解速度快，知识点阐释不到位，学生

学习效果欠佳，教学质量不高[3]。除此之外，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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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初上讲台难免紧张，讲课时可能频繁出现口头

禅或者不规范用语。在集体备课和新课试讲的过程

中，经验丰富的教师能够准确地发现并指出青年教

师在授课时存在的问题，比如，重点难点是否突出、

知识阐释是否科学、时间安排是否合适、板书设计

是否合理、教学用语是否规范、教态仪表是否端庄

大方等。因此，集体备课和新课试讲对青年教师而

言都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活动，是和他人进行沟通交

流，发现自身问题，从而不断提升自我教学能力的

平台[1,4]。 

青年教师通过听课和观摩示范课教学，参加集

体备课以及新课试讲等教学活动，刻苦钻研业务知

识，训练教学基本功，能够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能

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3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医学微生物学教材主要包括细菌学和病毒学

两大部分内容，每个部分又分别由总论和各论两部

分内容构成。总论部分的知识是基础，有一定的系

统性和规律性，但有的内容比较抽象，理解起来也

有一定难度。基于上述特点，该部分采用传统的讲

座式教学，由教师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帮助学生

快速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为后面各论部分的学习

打牢基础。 

各论部分涉及多种微生物，每种微生物都包括

生物学特性、致病性、免疫性、微生物学检查方法

以及防治原则，即“三性两法” 5 个部分内容，知识

点零散繁杂。各论部分若仍然一味采用传统的讲座

式教学，课堂难免枯燥平淡，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和动力，学习效果欠佳[5]。青年教师需要根据

具体内容的特点，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如案例引入法、讨论法和翻转课堂)，推陈出新，

提升教学质量。 

案例引入法，即利用医学微生物学与临床联系

紧密的特点，通过临床案例引出教学内容。例如，

讲到幽门螺杆菌部分内容时，以慢性胃炎临床病例

引入，加入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从幽门螺杆菌引发

的高感染率数据引起学生重视，进而设置四大引入

问题：(1) Who？——幽门螺杆菌有何生物学特性？

(2) How？——利用哪些致病因子？如何发挥致病

作用？(3) What？——能引起什么疾病？有何临床

表现？(4) Why？——幽门螺杆菌在人群中引发高

感染率的原因何在？基于以上提出的问题，展开内

容讲授。引入问题的设置非常关键，所提问题要涵

盖需要学生掌握的所有知识，同时要能激发学生的

兴趣，提高他们对教学内容的关注度，进而带着问

题进入下面的学习[5]。 

青年教师在对幽门螺杆菌部分知识进行系统

讲解之后，回到开始引入所提的问题，让学生进行

分组讨论，即“讨论法”教学。通过小组讨论，学生

之间的沟通加强，学生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巩固

基础知识，学习的主动性提高，课堂气氛变得活跃，

比被动接受的“填鸭式”教育学习效果明显提高。 

临床专业开设的医学微生物学课程中“其他细

菌” (6 类细菌)、“放线菌” (2 类)和“四体” (4 类)部分

总计 4 学时，涉及的微生物种类繁多，每种微生物

需要学生掌握的内容虽不多，却很零散。为了提高

教学质量，在以上提及的几部分教学内容中，青年

教师可以运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将“其他细

菌”、“放线菌”和“四体”内容进行划分，学生分成小

组，课前查阅资料，课上进行 PPT 汇报，提问交流

和教师的评价与总结。“翻转课堂”有助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对知识的理

解和深入思考，增强师生交流，活跃课堂气氛，提

高教学质量[6-7]。 

对于需要学生重点掌握的微生物，教师课上设

置案例引入，组织学生讨论学习。对于易于理解的

微生物，采用翻转课堂，以学生为主导开展教学，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升教学效果。 

4  结合数字化教学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以及大

数据技术的普及，新的数字化教学工具正逐步渗透

入教学活动中，合理有效运用数字化教学手段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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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多媒体教学虽然目前普遍应用，然而多媒体课

件信息量大，不利于学生做笔记，每个学生的理解

和接受能力不同，不一定能理解每一页幻灯片的内

容。此外，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师生交流受限，教

师很难及时得知学生的学习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青年教师可以尝试新的数字化

教学手段，如在教学中使用“微课”提升教学效果。

青年教师围绕某一知识点或专题制作简短的微课

视频，提供给学生随时观看，帮助学生突破重点和

难点[8]。 

“雨课堂”是近几年出现的新的数字化教学手

段。青年教师在教学中使用“雨课堂”，有利于合理

开展“双通道教学”——即“同步教学”与“异步教

学”[9]。利用“雨课堂”，在课前通过手机微信端向班

级学生推送预习资料(包括文字、图片、微课视频资

料等)，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预习，实现“异步”

教学，教师可以即时掌握学生预习情况。课中进行

幻灯片逐页同步，学生即时进行“不懂”反馈，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反馈情况即时解决问题，灵活开展

“双通道教学”。利用“雨课堂”还可以进行随堂限时

习题测验，使学生听课更专注。弹幕讨论功能则有

利于学生在教师讲课的同时进行讨论。课后教师向

学生推送复习题，并收集学生答题数据进行分析。

青年教师在教学中尝试使用“雨课堂”，能够解决传

统教学中师生交流受限等问题，是信息化背景下提

升教学质量的有力手段。 

5  平衡教学与科研 

相比教学成果，科研成果能更好地量化考评，

科研成果也是提升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所

以，当下学校的考评和奖励体系中往往重科研轻教

学。面对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如何处理好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广大青年教师面临的重要问

题，也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教学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青年教师的立足之

本。因此，笔者认为，青年教师在入职之初要打好

教学基本功，提高自身教学能力，尽快胜任教学工

作。在此基础之上，重视科研工作，提高科研水平，

做一名研究型的青年教师，平衡好教学与科研。 

教研相长，科研是教学的坚实后盾，教学又是

科研的良好实践。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教科书

上的知识更新往往不及时，青年教师可以利用科研

工作的优势，查阅文献、检索资料，不仅可以丰富

自身的专业知识，还能将课程相关的最新科学成果

带到课堂，拓展学生视野，合理引导学生，提升教

学质量。 

青年教师事业刚刚起步，生活方面面临买房和

结婚生子的现实情况，经济上和精力上都存在压

力，平衡教学和科研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加

上学校的考评和奖励体系向科研倾斜，有的青年教

师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容易在科研中投入更多精

力，教学工作得过且过。所以，培养青年教师强烈

的责任心和高尚的职业操守非常关键。青年教师要

时刻铭记教师教书育人的伟大使命，这也是我们教

师的首要任务，这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内在动力。 

6  结语 

青年教师需要从多方面夯实教学基本功，提升

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职业道

德，主动从思想和行动上完成教师身份的转变，这

些都是青年教师在学校工作的立足之根。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固定的教学模式。

教师需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灵活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合理使用数字化教学手段，

并将他们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同时做到教研相长，

多方面努力提升医学微生物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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