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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高阶能力是高等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根本目标。“微生物药物学”是生命科学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专业方向课程，为学生今后从事科学探索、应用研究和工业生产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

力。本文基于应用导向型教学理念，就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改革进行探讨，构建“主题知识—专题

讨论—项目驱动—科研训练—仿真平台—实践学习”多元化实践教学模式，并提出破解制度障碍和

条件约束等困境的对策。教学评价结果表明，学生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方式持肯定态度，实

现了“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为加强应用型微生物学课程建设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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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Microbial Pharmacology teaching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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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objectives of specialized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are to cultivate 

application-oriented professional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advanced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Microb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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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logy is a major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of Life Sciences, which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nd improves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to engage in scientific 

exploration, applied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eaching,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system, 

constructed a diversified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thematic knowledge—thematic 

discussion—project-driven teaching—research training—simulation platform—practical learning,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break the system obstacle and condition restriction.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had positive attitude to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mode of the 

course, and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has been realiz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applied microbiology. 

Key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course construction; Microbial Pharmacology; teaching practice 
 

“学以致用”是中国儒家思想重要的教育理

念，也一直都是现代教育和教学所倡导的基本

理念[1-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重点扩大应用型、

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加快发展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3]。“应用技术型”已经成为  

一个事关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

热点词汇。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

根本任务就是传授学生知识和技能，让学生在

创新中自主发光、在工作中学会运用、在社会

中能够谋生。高等教育只有放下虚名和好听的

说辞，回到教育的目标原点，把理论知识转化

为可应用的知识，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可运用以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

展需要的专业人才，而达到这一目标离不开在

教学过程中贯彻“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 

“学”是学生能够运用课程知识的前提和条

件，而“用”是课程教学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

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设计上鼓励学生学以

致用，培养学生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帮助学

生建立运用知识的专业素养，是实现“学以致

用”的关键。“微生物药物学”是与行业领域紧密

联系的专业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

够了解微生物药物行业的发展趋势，掌握微生

物药物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具备科研思维、动

手能力和系统技能，为今后从事科学探索、药

物研发和工业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充分发

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主渠道作用，实践“学以

致用”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具有应用课程知识去

分析解决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文总结“微生物药物学”课程改革和教学体系

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应用导向型教学中存在

的困惑和解决路径，供微生物学教学同行商榷。 

1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加强课程教学

体系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4-5]。

应用导向型教学以学生成长和未来就业为中 

心[6]，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通过实践内容拓宽学生对行业发展趋

势的认识，重点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知识解决具

体专业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微生物药

物学”课程涉及微生物药物的基本知识、原理、

方法，以及研发和生产微生物药物的策略，学

生通过学习能够初步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微生物

药物领域的问题。“微生物药物学”是我校为本

科生物技术专业和硕士研究生微生物与生化药

学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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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应用和实践能力。 

本科生物技术专业的“微生物药物学”课程

设置在大三第二学期，学生已经修完了微生物

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和发酵工

程等基础课程。每届学生规模约 90 人，设 3 个

平行班。课程设置 36 学时，其中理论 32 学时、

实践 4 学时。在理论教学部分，传统课堂教学

22 学时，翻转课堂 6 学时，在线网络学习(组织

学生在课堂学习) 4 学时。微生物与生化药学硕

士研究生的“微生物药物学”课程设置在第一学

期，每届大约 15 人，学生的本科专业背景是药

学和生物学。研究生课程共计 36 学时，其中理

论 28 学时、实践 8 学时。在理论教学部分，传

统课堂教学 12 学时，翻转课堂 12 学时，网络

学习 4 学时。 

在“微生物药物学”课程内容建设实践过程

中，我们将原来分散的根据不同种类微生物药

物分章节讲授的授课内容串联起来，建立系统

性、探究式和实践型的模块化教学体系(图 1)，

将原先的理论教学知识点整合为主题知识模

块，将零散的课堂讨论扩充为专题讨论模块，

并新增实践教学模块，设置科教融合科研实训、

线上教学模拟仿真和现场实践等多个教学元

素。同时构建根据药物应用领域进行分类的知

识体系，在基础理论知识点前置药物应用、药

物研发和药物生产等实践应用元素，并融合思

政和美育教育。在教学方式上，从单纯的课堂

授课和课堂交流向线下自主探索性学习、科研

实训、线上模拟仿真和现场实践教学转变。具

体措施包括：(1) 将经典课程知识与学科前沿有

机融合，通过选择内容丰富的高质量教材并结

合新出版的科技论文和相关综述，让学生掌握

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拓展学科视野。(2) 从“药

物学”向“药物研发”和“药物生产”拓展，“药物研

发”和“药物生产”是“微生物药物学”课程知识

的主要应用方向，通过增设科研训练、参观学

习等途径拓展学生的研发和生产专业知识，并

创造条件进行实践培养，最终有益于“学以致

用”教学目标的实现。(3) 引入新药分子设计和

改造的课程竞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

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运用课程知识进行创新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素养。 

在课程教学方式上建立研究型和应用型并

重的教学模式，优化基础知识讲述、案例教学、

主题讨论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等课堂教学模式，

聚焦于仿真实践、实训教学、参观实习、科研

训练等实践教学环节的科学构建，强调学习方

式的探究性和实践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注

重全过程考核、思政和美育教育，特别是将家

国情怀、科学精神、学术规范、生物安全、社

会责任意识等思政元素无痕化融入教学实践

中，在教学中做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的融会贯通，实现美育育人。此外，教学

团队定期召开教学讨论会，组建交流群，及时

讨论应用导向教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微生物药物学”课

程内容均采用图 1 所示的模块化教学体系。本

课程主要讲授微生物药物的类型(抗细菌抗生

素、抗真菌抗生素、抗肿瘤药物、生理活性物

质、甾体药物等)，微生物药物的作用机制和治

疗作用，细菌耐药性与抗性基因传播，微生物

药物的发现，微生物菌种的选育和改造，以及

微生物药物的生产和工艺优化。本科生的“微生

物药物学”课程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课程基本知

识，兼顾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

能力，在授课方式上以课堂授课为主(22 学时)，

融入主题讨论、课内实验实践和案例教学等多种

授课方式。研究生课程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思维，在课程设置上压缩传统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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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比例(12 学时)，加大专题讨论和课外实践教学

比例。 

2  课程知识点中融入实践和应用元素 

为了实现学以致用及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

创新思维的教学目标，在课程总学时(36 学时)

不变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重塑，更新

后的课程内容全方位融入实践和应用元素，涵

盖主题知识、专题讨论和实践教学等 3 个教学

模块(表 1)，让学生在模拟药物研发和药物生产

的过程中学习课程知识，并采用以解决科研和

生产实践等应用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学习模式

和考核方式。同时通过构建多维度的知识体系，

组织高阶性和有挑战度的研究主题，比如在教

学过程中组织设计有挑战性的专题：如何降低

微生物来源抗肿瘤药物的毒副作用；如何设计

用于治疗苯丙酮尿症的工程益生菌等。协助学

生进行科研实践和专题研讨，激发学生的自主

能动性和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和科

学视野。 

 
表 1  “微生物药物学”课程的学习任务及安排 
Table 1  Instructional content and strategy of Microbial Pharmacology 

教学项目 

Teaching program 

学习内容 

Learning content 

本科生教学策略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trategy 

研究生教学策略 

Graduate teaching strategy 

Topic knowledge 1 Antibacterial drugs and their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lass teaching, online learning In-class teaching, frontier 

progress 

Topic knowledge 2 Antifungal drugs and their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lass teaching, online learning In-class teaching, frontier 

progress 

Practical teaching 1 Project-driven: molecular design and 

modification of antibacterial drugs 

Project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report summary

Flipped classroom, panel 

discussion 

Practical teaching 2 Project-driven: pharmacological 

pharmaceutical evaluation 

Project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report summary

Flipped classroom, panel 

discussion 

Practical teaching 3 Discovery: screening of 

antibacterial-producing bacteria 

Project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report summary

Flipped classroom, panel 

discussion 

Seminar 1 Drug abuse and microbial resistance Flipped classroom, online 

discussions 

Flipped classroom, panel 

discussion 

Topic knowledge 3 Antitumor drugs and their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lass teaching, online learning In-class teaching, frontier 

progress 

Topic knowledge 4 Physiologically active drugs and 

their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class teaching, online learning In-class teaching, frontier 

progress 

Topic knowledge 5 Steroid drugs and biotransformation In-class teaching, online learning In-class teaching, frontier 

progress 

Seminar 2 Case teaching: tumor targeting drug 

DM1 

Case teaching, flipped classroom Case teaching, flipped 

classroom 

Practical teaching 4 Simulation platform: drug 

production 

Virtual reality, online learning Virtual reality, online 

learning 

Practical teaching 5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visi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ield practice and learning Lab study+off-campu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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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落实学以致用主题的具体措施与

实践经验 

3.1  创造条件让学生进入药物研发科研实

验室学习 
发挥科研反哺教学的优势，依托科教融合

学院的药物研发科研平台，帮助学生进入课题

组实验室，引导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事药物研

发的课题研究，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研

思维、动手能力和系统技能，为毕业后快速融

入工作做好坚实的知识储备和科研能力铺垫。

教学团队所在课题组长期从事微生物药物研发

和高产菌株改造，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科研

反哺教学的优势，向学生系统介绍在研微生物

药物的作用机制、生物合成途径与改造、发酵

条件与纯化工艺优化等知识，将理论教学知识

点和应用联系起来。同时依托科研平台，为学

生提供微生物药物产生菌的培养、液体发酵和

效价测定等一系列实验操作机会，通过实践教

学锻炼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3.2  引入新药分子设计与改造项目和竞赛 
将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引入课程教学，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

情[7]。教学团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组织新药分

子设计与改造项目，让学生将基础理论知识与

药物研发实践融会贯通，积极体会“学以致用”

的精髓和乐趣。比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结合

教师的科研项目向学生介绍新型抗肿瘤药物分

子 TFP-N 的结构设计、构建和筛选策略(图 2)。

学生在理论知识模块学习了免疫毒素在肿瘤靶

向治疗上的应用及其对实体瘤治疗的局限性，

在项目驱动的实践教学环节，针对免疫毒素治

疗实体瘤的局限性，我们引导学生思考该如何

对免疫毒素进行改造，以使其能精准靶向实体

瘤组织。同时向学生介绍 TFP-N 结构的设计思

路和策略：将 Tat 穿膜肽、靶向分子 e23scFv

单链抗体和绿脓杆菌外毒素 A (Pseudomonas 

exotoxin A，PEA) PE38KDEL (TSP50)连接成新型 

 

 
 
图 2  新型抗肿瘤药物分子 TFP-N 的结构设计、构建和筛选 
Figure 2  Structural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screening of a novel anticancer molecule TF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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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毒素，利用 Tat 穿膜肽介导 TFP-N 分子穿

透肿瘤组织的药物屏障，靶向肿瘤细胞并在肿

瘤细胞内释放 PE 毒素，同时满足改善药物运

输、特异性靶向肿瘤细胞和降低正常细胞毒性

等 3 个方面的要求。通过该案例的学习，进一

步加深学生对课堂理论知识比如抗肿瘤药物的

作用机制、药理学评价和药物研发等内容的进

一步理解，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

能力。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注重引导、鼓励

学生运用课程知识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技能大赛和科研训练计划等项目活动，以竞赛

为驱动，充分调动学生的实践热情，利用学生

的积极性来推动应用实践教学改革的进行。比

如，教学团队中某教师的课题组致力于研究抗

肿瘤药物安丝菌素 P-3 (ansamitocin P-3，AP-3)

高产菌株的选育及其高产机制，在教学过程中

通过向学生讲述珍贵束丝放线菌发酵法生产

AP-3 相关原理，引导学生针对抗肿瘤药物 AP-3

高产菌株的研究方面设计项目。 

3.3  运用线上资源进行专题模拟 
运用超星学习通[8]和 QQ 群等平台，教师或

者学生提出若干讨论主题，比如：新抗生素的

发现方法；以微生物药物纳他霉素为例讨论纳

他霉素生物合成的研究进展；细菌耐药性传播

途径；降低抗肿瘤药物毒副作用的途径。针对

上述主题，组织学生展开网络讨论，让学生通

过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9]、科技文献数据库、与专家通

讯交流等多种渠道寻找答案，找到解决方法并

将对主题思考的相关内容进行总结。比如针对

肿瘤治疗药物的严重毒副作用，设置降低药物

毒副作用解决方案的主题讨论，让学生查找解

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学生普遍反映增加了对教

学知识点的深度理解。此外，为全面提高教师

教学手段及教师信息化水平，教师积极学习并

探索各种信息化的建课工具，目前通过智慧树

平台制作了微生物药物纳他霉素液体发酵的视

频资源，该视频资源针对纳他霉素生产菌种的

活化与分离、纳他霉素生物测定模型的建立、

液体种子的制备、纳他霉素液体发酵和纳他霉

素发酵效价的生物测定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及实验操作演示。 

为保证线上资源学习的有效性，我们采用

课堂集体学习和课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比如在课堂讲授抗细菌药物之后提出“如何发

现新型抗生素药物”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在

课堂上集体学习在线教学资料，包括 3 个

MOOC 视频资源：微生物药物新资源——粘细

菌；微生物药物新资源——稀有放线菌；微生

物药物新资源——植物内生菌。同时通过 QQ 群

或超星学习通发布更多的在线学习资源，让学生

课下进一步学习，最后要求学生提交书面作业。 

3.4  组织学生实地实践学习和仿真平台 

学习 
我们教学团队积极与相关研发和生产企业

签订协议建设实训平台，在课程期间组织学生

实地学习参观(校外实践)。比如，组织学生分组

参观华熙福瑞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该公司一

线生产人员分组为学生讲解微生物药物透明质

酸高产菌株的选育、透明质酸发酵条件的优化、

发酵液中透明质酸含量的快速测定、发酵液中

透明质酸的纯化及透明质酸的改性等过程，让

学生真实感受职业氛围，接触研发和生产实际，

最后要求学生根据参观内容形成总结性实践报

告。在校外实践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实训平台

积极推荐学生到企业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

习，进一步拓展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同时，

充分借助共享的虚拟仿真平台对学生进行实

训，通过拓展教学资源，充分将实践应用融入



 
付加芳等: 基于学以致用教育理念的“微生物药物学”课程教学实践与思考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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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教学中。比如，通过生物药物重组人干扰

素 α2b 注射剂生产线虚拟仿真平台的学习，使

学生进一步掌握菌种扩培、生物发酵、产物分

离提取、冻干制剂等知识；通过青霉素工业化

生产仿真实验平台的训练，使学生了解青霉素

的工业化生产技术，增强学生对药物工业生产

的认识，提高实践能力。 

4  考核方式的探索 

在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团队教师坚持“学

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并树立以学生成长为中心

的教学观，整个教学过程中注重使学生在知识、

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得以提升。考虑到课程目标

强调学以致用，授课内容多元化，学生参与教

学过程的程度高，而常规的期末考试不能有效

反映课程的教学效果。因此本课程探索了形成

性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学习成绩考核评定体

系(图 3)，包括通过对线上视频学习、主题讨论、

学生互评和教师点评等任务设计进行网络学习

评价，通过线下专题讨论质量和参与程度、实

践教学效果、期末考试等实现综合评价。 

我们对不同教学模块采用不同的考核方

式。针对“主题知识”模块，考核分为课堂考核、

课外自主学习考核和素质考核。课堂考核既包

括课内对每名学生回答问题、参与问题讨论情

况进行考核，也包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考核。

自主学习考核包括课前问题完成情况和课后任

务完成情况，考核学生的自学能力以及对学习

资料的完善程度。素质考核即出勤率和学习态

度含在自主学习考核和课堂考核中。针对“专题

讨论”模块，通过学生互评和教师点评方式进行

考核，即考核学生出勤率(素质考核)、讨论参与

积极性(素质考核)，也考核以小组为单位形成的

总结报告。针对“实践教学”模块，通过网络自

动评分和教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教

师考核部分主要包括实验/实践总结报告、出勤

率(素质考核)、参与积极性(素质考核)。考核体

系改革后形成性评价在总成绩中占比由 20%提

升到 60%，通过多途径、多元化的考核评价方

式来评测学生的学习效果，更为客观、全面地

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以最大化减少学生的消

极与被动应付学习情况，目的以消化知识并将

其灵活运用和提高素质为主，培养学生对药物

研发、药物设计/改造等所具备的科学思维能力

及创新能力，努力提高学生自我评价、自我总

结、自我解决问题、团队解决问题及团队合作

精神。为保证评分的公平性，形成性评价成绩

(满分 60 分)通过系统评定、学生互评、教师评

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具体分为：课程期

间每堂课(包含校外实践)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

点名，由系统记录学生出勤情况(10分)；课前预

习、线上作业等由超星学习通、QQ 群自动记录

学生完成情况，教师根据学生完成情况评定成

绩(10分)；学生学习积极性成绩的评定(10分)由

课堂参与度成绩(40%)、学生自评成绩(30%)和

学生互评成绩(30%)三部分组成；网络学习情况

根据学习记录材料及总结报告质量由教师评定

(10分)；专题讨论形成的报告或者 PPT 由教师

评定成绩(15分)；校外实践报告由教师根据报告

质量进行评分(5分)。 

5  教学效果评价与反思 

我校本科生物技术专业 2018 级学生规模

为 84 人，2019 级学生规模为 92人。为了评价

“微生物药物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效果，我们以

2018 级、2019 级为实验班实施教学改革，以

2017级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学生规模为 94人)作

为对照班，从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状态及学

习成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为了比较实

验班(2018 级、2019 级)和对照班(2017 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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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末考试成绩，我们对 2018、2019 级学生的

“微生物药物学”期末考试试题进行了调整，使

试题内容在题型、试题容量以及难易程度、区

分度、信度和效度等方面与 2017 级学生的试

题保持一致。期末试题成绩分析表明，2018、

2019 级学生的“微生物药物学”成绩明显高于

2017 级学生，实验班学生平均成绩为 87.9 分，

比对照班学生的成绩提高了 10.2 分，同时无期

末卷面成绩不及格的现象。从不同题型的单项

成绩分析看，与对照班学生相比，实验班学生

在名词解释、选择题等需记忆的内容方面成绩

差异不大，而实验设计、案例分析、综述题的

成绩明显提高，说明实施教学改革后，2018、

2019 级学生运用知识进行综合分析的能力得到

了大幅提高。 

学校教务系统统计显示，“微生物药物学”

课程学期末的评教平均成绩为 98.86 分(满分

100 分)，表明学生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方

式持肯定态度。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想

法，我们在课程结束后进行了问卷调查，一共

发放了 162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61 份，调

查结果显示 100%的学生认为通过学习让自己

了解到课程知识的应用方向以及在今后工作中

的作用，98%的学生认为对自己综合能力的提

高有积极促进作用，这充分说明在“微生物药物

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设置专题讨论、深入科研实

验室学习和动手操作环节很有必要；55%的学

生表示学习让自己明确了毕业后的职业方向，

而有 8%的学生表示对所学专业知识兴趣有限，

会考虑更换工作方向，这说明“微生物药物学”

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深入药企参观这一环

节还有待调整，后期应在参观时对药企行业进

行充分的介绍，同时注重现场解答学生的疑问，

也可提前与学生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沟通，

扩展学生入企实习的单位数量，提高学生对毕

业后求职方向的认识。对于教学效果，我们从

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两个方面评价实践环节的

教学效果[10]，100%的学生认为激发了自主学习

的能动性和学习兴趣，82%的学生表示喜欢与

实践教师交流，96%的学生学习效果和收获有

明显提高，62%的学生期待更多的专业方向课

程采用这种教学方式。此外，在课堂的现场统

计还表明，有 25%的学生进入学院相关课题组

实验室进行药物研发课题研究。我们教学团队

所在课题组每年会接收大概 12 名本科生参与

课题研究，依托教学团队课题组的科研资源，

有多项校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等科研训练

项目获批，经过科研实训的学生中约 60%被推

荐到多所高等学校进一步深造，约 40%的学生

进入知名药企或生物公司从事药物研发、生产

工艺开发等工作。 

“微生物药物学”这门课程虽达到了良好的

教改效果，综合教改经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 专业基础知识和应用

课程知识之间需要必要的引导和过渡，充分考

虑学生不具备相应行业知识储备的情况，帮助

学生了解微生物药物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2)

继续优化形成性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学习成

绩考核评定体系，通过不断优化专题讨论、专

题设计等内容，让学习积极主动地参与形成性

考核过程，让学生理性地为其他同学进行评价，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3) 实践教学支撑体

系建设不完善，一方面在学校和学院层面缺少

制度性的模式，需要教师负责协调实践单位和

组织教学过程；另一方面，药物研发和生产企

业大多不愿意接纳学生到现场开展实践教学，

倾向提供“参观式”教学方式，影响学生实践积

极性和教学效果。相较而言，构建基于互联网

的仿真实践平台是较好的替代选项，需要教师

积极协调资源，建设实践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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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教育就是让学生把通过学习获取的知识和

能力运用于工作和生活并造福社会。在当前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下，“学以致用”成为高

等教育的根本目标。“微生物药物学”是一门专

业性强且与应用生产联系非常密切的课程。我

们的教学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微生物药物

学”的基础知识，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思维，让学生利用课程知识独立思考与解

决实际问题。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以学生为

中心，强调学习和应用互通，在学好课程基础

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让学

生了解课程知识可以运用到哪些领域，采用项

目驱动式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学习兴趣，同时创造条件让学生参观微生物药

物研发和生产的应用场景，最后让学生有机会

去分析解决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这

些课程建设经验有利于充分发挥课程教学在培

养学生中的主渠道功能，为建设培养研究应用

型学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借鉴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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