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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微生物学课程“大班授课，小班辅导”混合教学模式初探 

赵化冰  任璐  郭艳  汤方宵  李玉  毛淑红  刘逸寒  路福平* 
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天津  300457 

摘  要：“大班授课，小班辅导”为核心的微生物学课程混合教学模式，主要目的在于落实“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是在硬件条件和师资条件欠缺时的一种平衡教学的有益尝试。“大班授课”中教师为

学生讲解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小班辅导”则主要进行回顾性串讲、案例分析和随堂测验，为

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监督他们的学习过程，教师被动教转变成学生主动学，二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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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teaching model of “Large Lecture Class Combined with 
Small Tutorial Class” in Microbiolog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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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i-Han  LU F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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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brid teaching model of Microbiology courses based on “Large Lecture Class Combined with 
Small Tutorial Class” is a valuable model to guarantee the teaching effect when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nditions are insufficient, and the main purpose is to implement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ers explain the contents of the syllabus to students in the “Large Lecture Class”, while provide students 
with review, case discussion, classroom test and supervise their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Small Tutorial 
class”. This kind of hybrid teaching model changed the students’ role from passive listeners to activ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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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生物学课程定位 

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重要的分支学科，它

既是生命科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又是一门应用性极

强的学科。高等院校生物学各专业及生物学相关专

业的培养方案中都将微生物学设置为基础课或专

业基础课。微生物学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到后续课程

的教学效果[1]，只有奠定扎实的基础，学生才可能

顺利进入分子生物学、细胞工程、发酵工程、酶工

程等专业课的学习。 

天津科技大学是以工为主的多学科性大学。由

于微生物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

该课程的掌握不仅关系到学生的知识体系构架，甚

至直接关系到学生就业，因此微生物学是天津科

技大学生物工程、制药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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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技术等专业最重要的教学

课程之一。 

2  “大班授课，小班辅导”混合教学模式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 

搞好微生物学教学对于学生完成知识体系建

立和打开就业的大门都极其重要，因此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针对工科院校微生物学课程的学科特点和

培养目标，在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方面已经做了一些

尝试。课堂授课环节，我们除了注重夯实理论基础

外，注入了大量联系生产实际的案例；实验课环节

尝试了以就业为导向启发学生主动学习[2]，不断优

化实验课教学内容和方法[3]，改革实验课考核评价

体系[4]，都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是我们发现，由于理论课采用大班授课的传

统模式，在总学时仅仅 56 学时情况下，要让学生

较为牢固地掌握微生物学大量知识点并形成较为

通透的知识体系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在现有情况

下，如何达到既定要求是值得讨论的。传统的大班

授课，因班级规模偏大，教师在完成教学内容讲解

的同时很难兼顾到学生的课堂反应；教师对“如何

教”研究的多，而对于学生“如何学”以及“学的如何”

关注的少，缺乏日常检验[5]；学生则由于自身基础

知识薄弱，缺乏明确目标和足够动力，课堂教学中

参与意识较低，注意力易分散，课后自主学习的意

识淡薄[6]。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传统的教学过程中

没有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能满足学

生个性化发展的时代需要。 

小班教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口。这种教

学组织形式目前已被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采用，美国

威廉姆斯学院几乎全部采用小班教学。我国的一些

知名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等，在 2005 年以后也开始有“小班教学”

的改革和探索[7]。然而，对于微生物学这类重要的

专业基础课，选课人数多，教学资源很难在短期达

到开设小班教学的要求。而且也有研究表明，缩小

班级规模对于可塑性尚佳的小学低年级学生成绩

可产生积极的影响[8]，然而对于大学生来讲，已经

形成独立人格，学习兴趣和动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提

升，完全采用小班教学未必是最优选择[9]。鉴于此，

我们在教学资源不允许采用小班授课的前提下尝

试了“大班授课，小班辅导”的混合教学模式。“大班

授课”为学生提供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的学

习，“小班辅导”则为学生答疑解惑，提供个性化学

习方案，监督他们的学习过程，二者相辅相成。 

3  小班辅导内容针对性解决大班授课问题 

在教研室研讨会上，教师们分析了微生物学大

班授课中遇到的问题，针对性地设计了小班授课的

环节，最终创新性地采用了“小班辅导”模式。这一

模式相对于近些年教学改革中推崇的“小班讨论”模

式[10-13]内涵更加丰富，它包括回顾性串讲、案例

研讨及随堂测验，注重过程性考核，提高平时成

绩占比。 

(1) 回顾性串讲解决学生理解不透、消化不良

的问题 

微生物学涉及面广，知识点相对零碎、分散且

容易混淆，看似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却又因为微

生物个体微小而缺乏直观印象。教学过程中，许多

学生反映微生物学“听得懂，理不清，记不住”，内

容虽然易懂但是学习起来没有头绪。加之很多参考

书知识点繁杂但逻辑性欠佳，使得学生课后自学和

复习时抓不住重点，有一种“管中窥豹”的感觉。因

此，这就要求教师在小班辅导时，对知识结构进行

回顾性梳理，重点知识进行串讲。而小班辅导通常

是理论课后在当周就进行，实际上起到一种帮助

“消化”的作用。前几次辅导时串讲可能局限在章节

内部，但逐渐就会扩展到前后章节知识点甚至是其

他课程的呼应和关联，对帮助学生建立知识构架，

达到融会贯通的学习效果非常有帮助。例如，在对

第二章“原核微生物”进行小班辅导时，只能先针对

该章节重点进行梳理性串讲，但是，完成“真核微

生物”的大班授课后，辅导时就可以引导学生以思

维导图的形式，从系统进化关系、细胞壁和细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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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与化学组成、细胞器的类型和功能、遗传物

质的结构、分裂方式等方面比较分析原核微生物与

真核微生物的异同，不仅强化了对两部分内容知识

点的记忆，更加深了理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教

师的这种梳理与串讲不是对大班授课内容的重复，

而是重在抓纲，帮助学生找出和理解前后知识的关

联与逻辑性。 

(2) 案例研讨解决学生死记硬背、理论联系实

际能力差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中等教育正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

教育，但转变过程又必须紧跟高考的指挥棒，大学

中也存在考核方式单一的现象，很多学生依然没有

摆脱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一方面，造

成某些所谓的“好”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却不能成

为独当一面的好员工；另一方面，越来越激烈的就

业竞争和压力也使学生对大班授课单方向的知识

传授兴趣下降，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案例研讨显

得尤为重要。 

案例研讨安排在一个章节的内容完成之后，以

小论文的形式布置给学生，之后在小班辅导时间，

教师针对性地组织讨论与点评。例如，针对食品科

学专业的学生，在完成对工业微生物的介绍后要求

学生就“微生物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写一个综述性

小论文；针对生物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了微生

物代谢章节后，要求学生结合课堂知识分析一个基

于代谢控制发酵思路提升微生物目标产物生产水

平的真实例子。学生通过小论文的写作，拓宽了知

识面，锻炼了调研、查阅资料、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方法。小班辅导课前，教师通过批阅小

论文，事先了解了学生案例分析的情况，并对存在

的一些普遍及代表性问题进行分析思考，找出教学

引导的方向。在小班辅导课上，则采用反转课堂等

教学方法抽取学生进行汇报，教师进行点评、指导

和总结。 

(3) 随堂测验解决学生学习积极性差，考前突

击的问题 

大班授课环节，教师与学生互动较少，更难以

做到一对一互动，不能及时掌握每个学生接纳知识

的情况，也缺乏督促学生学习的抓手。有些学生自

我管控能力和学习主动性差，一旦跟不上进度后就

逐渐丧失学习兴趣，期末考试前突击复习。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小班辅导课上进行了随堂测

验，包括一对一的提问和重要知识点的笔试两个环

节。一对一的提问，看似随意，实际上不仅能够锻

炼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较为灵活的提问内容和开

放式的答案迫使学生把理论知识真正内化，面对面

的互动也使得教师比较准确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

况，了解学生的问题所在。事实上，这个环节的提

问和互动内容不仅是教师备课的重点，也是考验教

师水平的试金石。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不会直接提问

知识点，而是启发性、诱导性提问。例如，在辅导

形态这部分时，教师会问到“原核细胞膜蛋白质含

量比真核细胞高，种类也多，原因是什么”，从而

引出学生对原核细胞膜各种功能，以及真核细胞中

对应细胞器功能的回顾与比较。提问方式也比较灵

活，教师有时从教材上选择内容提问，有时制作课

件采用幻灯片放映问题，有时则根据自身研究背景

启发式提问，这种不拘泥于形式的提问方式，迫使

学生复习时把心思和精力真正放在对内容的理解

和记忆上，而不会很快发展出应试的套路。但是，

不管何种提问形式，教师都会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

给出解释和点评，对不正确的回答进行纠正。 

4  “大班授课，小班辅导”混合教学的实施方式 

(1) 组织模式 

以 2018 年情况为例，微生物学课程共计 56 学

时，在 11 个教学周内，从第二周开始每周安排大

班授课 4 学时配合小班辅导 1 学时，即 44 学时大

班授课，10 学时小班辅导，另有 2 学时用于期末考

试。因为小班辅导挤占了大班授课学时，在教学大

纲不变的情况下，大班课内容适当加粗，重点和难

点讲透，较易理解的部分，教师点题后安排学生自

学。例如，微生物生态部分，教师重点讲解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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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微生物在地球物质循环中的作用，而

对于微生物生态的研究方法则只进行分类和展望，

具体内容要求学生课后通过阅读教材和文献加深

认识。 

小班课内容紧跟当周大班课内容。每个小班人

数控制在 20 人左右，由于微生物学作为重点的必

修课，人数较多，拆分了 13 个小班。在同一周内

完成 13 个小班辅导，如何协调教师和学生的时间

是一大难点，我们共安排了 10 位教师，采用学生

自由选定教师及其匹配时间段(多采用中午、晚上和

周末)的方式解决了小班排课的问题。学生自由选择

辅导教师及上课时间是对学校学分制改革的一种

实战练兵，极大提升了学生学习自主性，锻炼了教

师队伍。 

(2) 考核方式 

在考核方式上，“大班授课，小班辅导”教学改

革推行“非一考定成绩考评”，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深度学习和创新思维。为了真正让学生做到功在平

时，我们非常重视每次小班辅导课的过程性考核。

如前所述，大班授课之后，小班辅导课内容主要包

括回顾性串讲、随堂测验和案例讨论。 

约有 7 次为常规辅导。教师会先进行回顾性串

讲，把本周大课的重点梳理一下，约 5 min；之后，

进行一对一提问，根据上课学生名册随机抽取学

生，学生口头回答教师提问，教师进行当面的点评

与交流，5 分制打分，此环节约进行 35 min；最后，

全体学生进入笔试环节，教师给出两道简答题，10 min

后收卷，教师课后阅卷，5 分制给出成绩。 

还有 3 次辅导课为案例研讨。课前，教师拟定

题目通过布置作业的方式要求学生自主完成小论

文的写作，论文字数在 2 000 字左右，格式按照科

技论文的规范进行要求，教师批阅后 5 分制给出成

绩。课堂上，针对论文写作的共性问题进行讲解和

点评；同时，选择完成度较好的论文，采用翻转课

堂的方式，进行案例研讨。 

辅导课的一对一提问、笔试和小论文的得分均

记入平时成绩，分别占总成绩的 10%、20%和 30%，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5  “大班授课，小班辅导”混合教学的效果 

(1) 学生学习的动力和自主性逐渐加强 

在推动“小班辅导”课堂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为

了不让辅导流于形式，我们强调了对单一考评方式

的改革。“小班辅导”时用多种形式进行测评，实行

全过程学业评价，引导学生注重平时的课堂积累和

课后训练，让学生清楚明白，参加考核不是为了获

得分数，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这种看似

“强迫”的考试迫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之初开了个好

头，奠定一定的基础后，兴趣和求知欲随之而来，

则逐渐转变为内发的动力和自主性驱动学习。 

(2) 师生之间的主动交流和互动明显变多 

辅导课进行一段时间后，我们感觉到课后主动

性提问明显变多。提问的内容不仅包括学习时遇到

的疑难问题，还包括学习方法，获得知识的途径，

未来研究领域的选择等。这说明辅导课不仅起到了

夯实知识基础、拓宽知识面的作用，更是增加了师

生之间的了解和互信，提升了学习兴趣。 

在学期结束后，我们还意外的发现，4 位任课

教师的评教成绩均有提升，平均分由 2017 年的

94.025 分(校平均分 95.286 分) 提升为 2018 年的

98.776 分(校平均分 97.178 分)，由原来的低于校平

均分提升为高于校平均分。分析原因，我们认为有

两点，一是小班辅导课的授课方式加大了教师授课

的难度，迫使教师投入更多精力进行备课，无形中

提升了授课水平；二是小班辅导课使师生之间加深

了互信和了解，学生不仅体会到教师的严格，也逐

渐感受到了教师的付出和真心。 

(3) 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更有针对性 

学生选定辅导教师后，会一直跟随，因此教师

对学生的了解也不断加深，指导越来越有针对性。

例如，有些学生在一对一的口头提问环节效果很

差，但是随堂测验的笔试成绩和小论文成绩较好，

说明该学生表达能力差，教师就会相应创造一些表

达机会，由易到难，逐渐加强学生自信；有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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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放性答案的提问表现优异，但是笔试环节的

知识点测验得分较低，说明该学生善于思考但功夫

下的不够，教师也会在下面的辅导中给予督促，帮

助该学生打牢基础知识。对于那些有意愿考研或计

划从事微生物相关行业的学生，教师则通过辅导课

的近距离接触，逐渐了解其志向和兴趣方向，针对

性介绍他们进入相关领域课题组开展研究。 

6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显著提升 

我们对比了 2017 年(仅有大班授课)和 2018 年

(大班授课结合小班辅导)两届学生微生物学期末考

试卷面成绩。结果显示，2017 年的总成绩均值为

53.272 7，2018 年的总成绩均值等于 73.291 7，成

绩提升较为明显，t=−10.597，P=0.000<0.0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两年的试卷成绩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2018 年分布于 70−79、80−89、90−100 三个

较高分数段的学生人数相对于 2017 年均大幅度提

升，相应的分布于 60−69 以及 0−59 分数段的学生

人数下降明显(图 1)。 

7  “大班授课，小班辅导”混合教学存在的问
题及思考 

(1) 师资力量急需加强 

小班辅导对师资力量的要求大大提升。首先，

师生比例亟待增加。微生物学选课人数多，小班辅

导分班很多，加之小论文和平时测验的批阅、案例

研讨的准备等工作量很大，辅导教师数量也需要跟

得上。建议考虑引入优秀研究生助教制度，以缓解 

 

 
 

图 1  2017 年和 2018 年微生物学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s of final microbiology examination 
achievements in 2017 and 2018 

小班辅导对师资的需求。1988 年，国家教委办公厅

即颁发了《高等学校聘用研究生担任助教工作试行

办法》，为研究生助教发展保驾护航。其次，教师

队伍专业素养建设要加强。小班辅导的教学模式提

高了对教师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的要求。例如，看

似简单的一对一提问环节，问题的准备非常考验教

师功力，有经验的教师准备的问题很难从书中直接

找到标准答案，不仅测试了学生的掌握水平，更是

促使学生课后复习更加深入，启发了学生思考。 

(2) 教学条件亟待改善 

“大班授课，小班辅导”的混合教学模式中，小

班辅导需要适合其开展的软硬件条件支撑。例如，

以小组为单位围坐的多媒体教室非常方便研讨的

开展，也便于教师与学生互动，在此方面，学校已

有该类型多媒体教师开始运行。再如，小班辅导离

不开信息技术的使用，除了方便师生交流的 QQ 或

微信群，还可以使用学校本科生导师工作平台、雨

课堂等 APP 进行混合式教学。这些技术手段的使用

拉近了师生距离，方便了小班辅导的开展。例如，

借助于“雨课堂” 工具，教师能轻易地增强 PPT 的

教学功能，提升了随堂测验的便捷性和趣味性。 

(3) 平等性原则需要注意 

“大班授课，小班辅导”混合教学模式要特别注

意体现平等性原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参与

小班辅导的教师数量较多，同时小班辅导的过程性

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又较大(60%)，这就要求

教师在打分标准上尽量一致。为此，我们的平时成

绩打分均采用五分制，而只有期末考试卷面采用百

分制。第二，小班辅导过程中，教师逐渐加深了对

每个学生的了解，要做到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因

材施教，分层教学，使每个学生有均等享受教育资

源的权利，获得相同的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地提升

水平，培养能力[14]。第三，由于学生选定辅导教师

后会“从一而终”跟随该教师辅导，因此教师的教学

水平差异会对学生的学习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参

与小班辅导的教师或者助教要经常性地开展集体

备课，加快青年教师成长，提升整体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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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大班授课，小班辅导”为核心的微生物学课程

混合教学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大班授课能够有效提

升学生成绩和学习兴趣，是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重要手段之一，是在教学资源不足时的

一种平衡教学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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