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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年多前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既给高校教学带来了全新挑战，也带来了变

革的契机。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有必要不断探索建立适应疫情防控要求的教学交流和研究模

式，有效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和新媒体平台，整合优化教学资源，转变教学理念，切实提高教学

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微生物学通报》以“第十八届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

会”为契机邀稿组织出版的这期“高等院校教学主题刊”，较全面地反映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形势下我国微生物学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态势，其中包括多位微生物

学一流课程负责人的教学经验介绍。期望该主题刊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广大微生物学教师适

应“互联网+教育”的时代发展，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新教学模式的改革。通过广大教师间的

教改经验交流和合作，进一步促进我国微生物学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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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

领域更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1]。在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和

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

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指导

下，国内各高校积极组织开展网上教学实践活

动，不仅确保了疫情期间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也对全面提升高校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推动

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转变具有重大意义[2]。如今

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高校教学也逐渐步入

“后疫情时代”。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

始终存在，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奥密

克戎突变株具有传染性强、隐匿性高、早发现难

等特点，使得人类仍面临着复杂、严峻的疫情防

控局面。我国教育部近年来连续出台了多项举

措，要求各高校不断探索建立适应疫情防控要求

的教学交流和研究模式，有效利用现代信息化技

术和新媒体平台，整合优化教学资源，转变教学

理念，切实提高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个体微小、结构简单的微生物(含病毒)不仅

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也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

模式材料。因此，微生物学相关课程历来都是各

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生命科学相关专业，以及

医、药、农、林、食品等有关专业本科生的核心

基础课或重要的选修课，在高校的课程体系中占

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3-4]。2020 年 10 月，教育部

公布了首批国家一流课程名单，共有 20 门微生

物学相关课程入选，其中大部分都是应用现代教

育技术的线上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和虚拟

仿真课程，入选的线下课程也都充分利用了各种

互联网资源进行辅助教学。2021 年 7 月，教育

部和国家教材局联合公布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

奖的获奖名单，微生物学教材获得了一等奖和二

等奖各两项，在整个生命科学相关领域中名列前

茅。2022 年 2 月，由武汉大学牵头，以数个国

家微生物学一流课程团队为核心，联合全国不同

层次、不同地区的 22 所高校共同组成的“微生物

学课程群虚拟教研室”获批首批教育部虚拟教研

室。该项目的建设总目标是充分运用现代通讯技

术手段，突破地域、时空限制，建立高效便捷、

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交流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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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激发教师的教学活力，厚植教师教学成长

沃土；引导教师回归教学、热爱教学、研究教学，

为“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在 2022 年 3 月发布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2 年工作要点”中，则明确提出要加快包括病

毒学在内的一批关键领域新形态教学资源建设，

加强紧缺人才培养。 
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

讨会是我国唯一以微生物学教学和人才培养、学

科与师资队伍建设为主题，同时兼顾科研和成果

产业化的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会教学工作委员

会、基础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农业微生物专业委

员会共同举办，已形成重要的品牌效应。由贵州

师范大学具体承办的第十八届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虽

然有一些老师因受疫情的影响临时取消了行程，

但仍有来自全国 2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等

院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的 200 多名专家和代表参

会。会议首次尝试使用视频报告的方式为因疫情

无法亲临会场的老师提供了教学经验交流的机

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期“高等院校教学主

题刊”是以这次大会为契机，邀约高校老师撰稿

总结教学经验和体会，经认真评审，共收录了全

国各高校 31 篇微生物学教改论文，设置有“教材

研究” “教学方法” “教育技术” “课程建设” “人才

培养” “实验教学” “教学内容”和“能力培养”八
个栏目，较全面地反映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形势下我国微生物学教学改革与人

才培养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态势，其中包括多位微

生物学一流课程负责人的教学经验介绍。期望该

专刊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广大微生物学教

师适应“互联网+教育”的时代发展，以积极向上

的态度去面对新教学模式的改革。通过广大教师

间的教改经验交流和合作，进一步促进我国微生

物学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第

十九届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

研讨会”已经确定由吉林农业大学承办，将于

2023 年 7 月在长春召开。欢迎全国微生物学教

师届时报名参会，继续就微生物学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材和教学资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

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等

话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交流，提升我国高

校微生物学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  
《微生物学通报》是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和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

以微生物学应用基础研究及技术创新、应用为主

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期刊同时设置有“高校教改

纵横”和“名师名课”等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栏目，

为推动我国微生物学教学改革发展发挥着重要

作用。2016、2018 和 2020 年，《微生物学通报》

与“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

会”合作，已先后出版了 3 期“高等院校教学主题

刊”[5-7]，得到专家、作者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本

期“高等院校教学主题刊”是《微生物学通报》与

该会议的再次合作，期望其出版有助于进一步加

强我国高校微生物学教师间的教改经验交流和

合作，促进微生物学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正如清华大学邱勇校长所说：“变革的动力

来自理念的变化、工具的变化，也来自外部环境

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挑战和压力。” 对包括微生物

学在内的高校教学而言，疫情常态化防控既是挑

战，也是机遇。可以说，变化确实已经发生，未

来必将是一片崭新的空间。相信我国的微生物学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理念和教学交流与研

讨经此一“疫”都会有进一步的提升，让我们一起

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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