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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高校专业基础课程“微生物学”思政案例设计 

郭润芳*  裴家伟  林杨 
河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为充分挖掘微生物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发挥专业课程在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

对微生物学课程思政的设计理念和具体案例进行介绍，构建以微生物学知识为主体，以发展历史、

名人故事、励志典故、日常生活等为素材，将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融合，引导学生树立辩证思维，

端正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

创新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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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case design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Microbiology 
GUO Runfang*  PEI Jiawei  LIN Yang 

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To ful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Microbiology Cours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ultivating tal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concept and specific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Microbiology, constructs 
the knowledge of microbiology as the main bod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celebrity stories, 
inspirational allusions, daily life as material resources, and integrate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we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set up dialectical thinking, 
correct students’ scientific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and reality,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 mode “all staff education, the whole process education, 
all-rou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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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是高校生物工程、生物科学类等专业

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其理论性和实践性均较

强，而且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为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动力，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

辱观，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发挥求真求实的科

学精神，我们在这门专业基础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引

入思政元素，真正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的教师职责[1-2]。下面介绍几个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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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专业-思政”融合的教学案例。 

1  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扬长避短 

1.1  设计思路和目的 

微生物无处不在，人类就生活在微生物的海洋

中，时时与微生物共舞，微生物对人类的生活既产

生有利作用也带来有害影响，微生物对人类的作用

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利弊共存，那么人类要正确

对待微生物就要趋利避害、化弊为利。因此，讲到

每一类微生物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教师要用一些实

例或案例来帮助引导学生辩证客观地认识和理解

微生物“双刃剑”的特性[3]，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

合理地应用微生物，做到扬长避短、化弊为利，

不仅要防止和控制有害微生物，减少和消除微生

物带来的危害，更要充分利用微生物的有益作用，

达到让微生物为人类服务的目的。通过本案例的

讲解，使学生学会运用辩证的思维看待社会生活、

工作学习中的现象，能客观理性地分析事物的两

面性，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的世界观。 

1.2  案例内容和实施 

在“微生物形态结构功能”这一章中，介绍细菌、

真菌代表种类以及各类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时，需

要介绍与发酵工业、食品工业、农业、环保以及人

类健康等方面关系密切的微生物种类，这些微生物

中，有的是有益微生物，其发现和研究促进了医疗、

工业、农业、食品、环保等领域的进步，但也有一

些微生物会引起农作物病害、食品腐败变质、人类

疾病等问题，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生态污染，甚

至危及人类的生命。例如，在细菌资源中，乳酸菌

类和双歧杆菌是重要的益生菌，对人体肠道健康有

重要意义，目前对益生菌功能产品的开发是人类健

康食品的研究热点。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等能生产大量的抗菌物质，因而成为主要的农业微

生态制剂；同样是芽孢杆菌属，但炭疽芽孢杆菌、

梭状芽胞杆菌却产生大量毒素，从而引起人类致病

甚至死亡。在真菌资源中，酿酒酵母是人类最早认

识和利用的有益微生物之一了，其能够用来发酵面

食、发酵产酒精。但高渗酵母却能引起蜂蜜腐败变

质，或引起甘油发酵的污染。许多霉菌是产酶的优

良资源，如曲霉、青霉、根霉、毛霉等产生纤维素

酶、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等，但他们也会引起

粮食物品发霉变质，全世界每年因为粮食霉变引起

的经济损失巨大，而且黄曲霉还会产生强烈的致癌

物 质——黄曲霉毒素，导致严重的安全风险。再

如，木腐菌能引起木材腐朽，是一种林木的致病微

生物，但利用木腐菌可以降解木质素的原理，应用

于造纸工业中替代火碱处理纸浆原料，是一种绿色

的生产技术，大大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从这一角度

看，木腐菌又是有益的。总之，看待微生物对人类

的作用，要辩证地理解和评价，正确理解微生物均

具有“硬币的双面性”和“双刃剑”的特性。 

在“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与控制”这一章谈到利用

抗生素抑制有害微生物时，除了介绍抗生素的生产

及其抗菌机理，还要讲清楚微生物的耐药性及产生

途径。抗生素分医用、农用和兽用类型，在人类的

生活生产中应用非常广泛。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

是养殖业惯用的、也是有效的防治动物疾病的方

法，长期使用而导致对抗生素过度依赖，造成抗生

素在动物源奶制品、肉制品等食品中的残留，最终

从食物中又转移到人体中，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深受

其害。医用抗生素属于处方药，需要遵从医嘱服药，

但仍有很多药店可以自行购买，很容易造成抗生素

的滥用。国家相关部门对抗生素滥用问题非常重

视，态度也很明确，比如对抗生素在动物饲料中的

添加就做了限制。近年来，“超级细菌”事件频出，

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在此教师引入“超级细

菌”的新闻报道案例，并进一步分析“超级细菌”出现

的本质原因和带来的危害，使学生认识到人类自

“二战”以后长期使用和过度依赖抗生素，而且不合

理使用、滥用问题严重，才导致出现对几乎所有现

有的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超级细菌”。但在介绍滥

用抗生素的危害时，也要引入抗生素的发现及在

“二战”中挽救生命的案例，教导学生不能否定抗生



1812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素的作用及其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学生正确

认识抗生素的利弊，并科学合理地运用抗生素。通

过抗生素的案例教导学生要辩证地看待问题，尤其

面对复杂的问题，要客观理性地分析现象的本质和

事物之间的联系，能保持理性、权衡利弊，做出正

确的决定。 

1.3  启迪 

从微生物推及到其他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坚持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任何事情都有“好”和“坏”两个

方面，任何事物都利弊共存、优劣同在，我们要做

的是如何兴利除弊、扬长避短、化危为机。 

2  保护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2.1  设计思路和目的 

保护环境、治理环境污染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

战。微生物在环境保护和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中发

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如今，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已历史性地写入《宪法》，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观，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努力，是每一个社会

人的责任[4]。因此，本案例通过介绍人类、环境与

微生物三者的关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

观，坚定“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信念，并合理利

用和开发微生物资源，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

环境。 

2.2  案例内容和实施 

在“微生物营养”这一章中介绍营养要素和营养

类型时，教师要解释水是微生物必需的营养要素，

也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生命活动的每个过程、每个

生理功能都离不开水。然后引入全球水资源现状的

案例，尤其是水资源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包括水资

源匮乏、水资源分布不均、水资源污染严重和水资

源浪费严重等知识，分析水资源污染和浪费的原

因，由此倡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节约用水、保护水

资源，学会如何控制污染源头并开发治理工艺技

术。了解目前对污染水域、湿地等修复措施中开发

微生物资源的必要性。 

另外，空气也是好氧生物赖以生存的条件，雾

霾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有害微生物，对人类健康充满

威胁。土壤也受到严重污染，土壤中化学农药残留、

N、P 积累超标，还有塑料袋这样的“白色污染”等。

在“微生物生态”一章，讲解微生物在环境治理中的

作用时，除了介绍这些常见的污染现象，还要引入

国家防治污染的举措案例。可以说，近些年我国对

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巨大，成效显著。如化学农药

的禁用，微生物肥料、微生物农药的推广，利用微

生物生产聚 β-羟基丁酸(Poly-β-Hydroxybutyric Acid，

PHB)、聚乳酸等可降解塑料原料，利用好氧和厌氧

微生物净化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等举

措。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使学生理解微生物在

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有效作用，体会充分挖掘微生

物资源、改善生存环境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要求全民共同参与，对大气、水、土壤这些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污染问题要从源头防治。保护

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

中国是我们的梦想，也是我国环境保护的战略国

策，鼓励学生们要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每个人的

努力。 

2.3  启迪 

人类的工业进步往往造成对环境的破坏，这是

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碰到的问题，各国政府正

在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控制和治理，我们要客观理

性地对待环境污染。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整治力度和

决心不变，教导学生要对国家和政府有信心，要对

改善和保护环境充满希望。 

3  求真求实，用一生去追寻的科学精神 

3.1  设计思路和目的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一次开学典礼上致辞“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在科学精神的激励下，不

断驱除愚昧，不断拓展知识的边界。追寻科学精神，

要有求真求实的作风，要有质疑批判的态度。科学

精神是创新的不竭源泉”。在微生物学的发展历程

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微生物学家们无一不是经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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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荆棘和坎坷，甚至遭受误解和攻击后仍然坚持求

真信念，最后才达到光辉的顶点。本案例通过介绍

微生物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微生物学家及其贡献，

使学生能够始终说真话、做真人，追寻科学精神，

敢于科学质疑和理性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推陈出

新，社会才能进步。 

3.2  案例内容和实施 

在“病毒”这一章中，教师首先介绍病毒的发现，

19 世纪末欧洲发生了传染性的烟草花叶病害，严重

威胁到烟草作物的生存，当时俄国科学家伊凡诺夫

斯基(Iwanowski)发现患病烟草植株的叶片汁液通

过细菌过滤器后，还能引发健康的烟草植株发生花

叶病，这起码说明致病因子不是细菌或者是很小的

细菌，由于生活在“细菌致病说”的极盛时代，

Iwanowski 将其解释为很小的细菌或细菌产生的毒

素引起。然而，1989 年荷兰 Beijerinck 受 Iwanowski

的启发，精心设计了试验方案，结果证实了这种致

病因子的确不是细菌，而是一种新的物质，称为“有

感染性的活的流质”，并取名为“病毒”，拉丁名叫

“Virus”。由此，各种生物病毒如噬菌体、口蹄疫病

毒等被陆续发现，病毒学也随之诞生。通过介绍病

毒的发现史，教育学生要善于发现问题和分析问

题，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敢于质疑的批判精神，

才能创新、求真、求实。 

科学研究容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科学家们之

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就是凭借自身具备的这种

理性批判、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生来带病”是   

17 世纪的主流学说“自生说”的一个典型代表，原因

是当时人类无法正确认识微生物生命活动。法国的

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

许多试验，其中著名的曲颈瓶试验证实了空气中的

微生物引起瓶内有机质的腐败。他的研究成果否定

了“自然发生学说”，因此，这一成果一提出，就遭

受到当时学术流派的批判，并引起了双方论战。

1864 年法国科学院安排博物学家普歇和巴斯德通

过实验证明各自的观点，巴斯德的实验又获得成

功，之后普歇才宣布退出争论。再如，疟疾是公元

前二三世纪就出现的疾病，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疟

疾这种热病是“神”的意志，到 18 世纪，有些医生发

现疟疾的起因与沼泽湿气有关，出现了“瘴气理论”。

直到 19 世纪，欧洲、非洲的许多观察者怀疑疟疾

的致病因子是蚊子传播的，1880 年拉韦朗从疟疾病

人的体内找到了疟疾的病原生物——疟原虫。但疟

原虫的传播途径一直未有定论，以热带医学奠基人

曼森为代表的学派认为，蚊子是疟原虫的中间寄

主，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一些科学界有重要地

位的批评家们也在背后嘲笑他。直到 1895 年罗斯将

蚊子捉进蚊帐叮咬疟疾病人，然后解剖蚊子，终于

在 1897 年发现了蚊子胃壁上的雄性疟原虫。1898 年

意大利的格拉西进一步通过人体试验无可辩驳地

证明了蚊子是疟原虫的传播元凶。还有，我国著名

的医学微生物学家汤飞凡首次应用鸡胚卵黄囊接

种法成功从病人的眼结膜刮屑物中分离、培养沙眼

衣原体，推翻了沙眼的“细菌病原说”和“病毒病原

说”[4]。历史证明，科学家们都经过了一次次的质疑、

实践和探索，才获得每一个创新成果。2017 年国际

学术期刊 Science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王二涛研究团队

关于植物-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最新研究成果[5]。研究

论文首次揭示了在丛枝菌根真菌与植物的共生过

程中，脂肪酸是光合作用碳源的主要传递形式，并

作为碳源营养在植物-白粉病互作中起重要作用，这

一成果首次推翻了百年来被写进教科书的传统认

识。教师通过讲解这些历史事件和励志故事，除了

让学生深入理解微生物对人类的贡献之外，还要告

诫学生不要盲目地崇拜权威理论，鼓励学生要有挑

战权威的勇气，以及敢于怀疑、敢于提问、敢于钻

研、敢于实践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传统

桎梏，获得真正的创新成果。 

3.3  启迪 

“求真”就是追求真理，“求实”就是实事求是，

这也是科学的最高目的。社会的进步需要“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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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的科学精神，21 世纪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科

学精神是科学的精髓，是创新永不枯竭的源泉。大

学生要敢于理性地质疑和批判，勇于开拓和创新，

勤于实践和探索，用一生去追寻科学精神，为人类

健康和社会进步砥砺前行。 

4  结语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思维与观念的形成是

一点一滴培养出来的。要在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

自然融入思政教育，这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作[6-7]。

这对专业课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专业课教师

首先要具备进行思政教育的主体意识，然后充分挖

掘专业知识的思政元素，并进行合理设计，最后要

有机地将“思政育人”与专业教育进行融合，二者不

能是割裂的，过度地强调思政教育也会适得其反，

要在专业知识讲授中无声无息地传递正能量，帮助

学生们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使之成为新时代国家

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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