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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学制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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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突出问题, 从实验内容和实验教学手段等方面入手,
探索建立一整套适用于七年制及长学制学生的实验课程教学体系, 体现创新教育教学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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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Teaching 
 System for Long Educational System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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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edominance problems in present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medical microbi-
ology, we reformed the experimental contents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to establish an entire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teaching system to be suitable for seven-year system and long educational 
system students, which manifests the creative teaching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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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微生物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

梁, 同时又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近年来, 现代
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地推动着医学微生物学的

发展和教学改革。而实验教学在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方面, 具有其它教学方式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 是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但传统的医学微生物实验教学是每讲完一个章

节的理论知识之后就安排一次相关的实验课, 实验
内容多为验证性实验, 综合性实验和研究设计性实
验甚少, 安排缺乏系统性, 现代化教学手段很少使
用, 一般是在教师做好全部实验准备工作的基础上, 
学生按实验指导上所写的步骤和方法进行操作, 不

利于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模式常常使

学生在教学中处于被动地位, 不利于其创新思维能
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而七年制学生是高等医

学教育培养具有硕士学位的高级医学人才, 对他们
的要求起点高, 除了要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 还要
求设计并完成毕业论文。因此七年制学生实验教学

内容和体系的改革已成为实验教学改革的重点和突

破口。 
为此, 我们以微生物学教学经验为立足点, 从

实验内容和实验教学方法等方面入手, 探索建立一
套适用于七年制及长学制学生的医学微生物学实验

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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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教学内容的改革  

1.1  编写和修订实验大纲与实验指导 
根据七年制学生的培养目标, 为配合实验课教

学改革, 我们在多年积累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重新编写和修订了一套针对七
年制及长学制学生的医学微生物学实验大纲与实验

指导用书。总的思路是: 紧跟现代医学微生物的发
展步伐, 保持实验内容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可操作
性强, 并密切联系临床。 
1.2  优化实验内容, 合理安排实验顺序 

从学科特点和教学计划的要求出发, 选择优化
了实验内容, 将实验课教学整合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基础性实验  (占 30%): 主要包括细
菌形态学检查法、培养基的制备  (含消毒灭菌法)、细
菌的分离培养技术、细菌的血清学实验、药物敏感性

测定等。教学目的是通过基础性实验的基本技能训

练, 使学生掌握医学微生物学实验基本技术和技能, 
为后面的大实验打好基础。而且上述实验与传统实验

的不同之处是, 全部实验均具有延续性, 以上次实验
结果作为下次实验的基本材料, 降低了实验成本。 

第二部分为综合性实验  (占 40%): 主要内容有
重要病原性球菌、肠道细菌的分离与鉴定、专性厌

氧菌及真菌的培养与鉴定等, 让每一个学生从可疑
的病人脓标本、粪标本开始, 利用上述相关的实验
分离鉴定标本中的病原菌 , 并选择药物治疗的方
案。同时利用我们实验室的先进仪器设备, 开设了
病毒的分离培养与鉴定实验, 包括细胞培养、病毒
接种、病毒核酸提取、PCR 及核酸杂交等分子生物
学技术全部由学生独立完成。通过在实验室中模拟

病原微生物分离鉴定的实际过程, 使学生将基本实
验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进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部分为自主性实验  (占 30%): 一般安排在
实验课后期, 在现有知识储备的基础上进行实验设
计, 通常我们安排 6−8 个学时, 为了增加学生操作时 
间, 要求学生把文献检索、方案设计及写实验报告放
在自习时间解决。学生不仅可初步学到一些科研基

本方法 , 更重要的是可从中学到科研的基本思路 , 
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得到明显增强。 
1.3  改革实验报告的形式 

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 改革传统的实验报告形
式, 突出医学微生物学实验的特点, 编写《医学微生
物学实验报告》, 采用表格、图形等多种格式或在预
习报告的基础上补充数据、结果等来完成实验报告,
要求学生对自己做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 并强

调要独立完成, 实事求是。实验报告成绩不应仅凭
结果是否正确决定, 如果学生对失败原因分析清楚, 
也应给高分,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精心设计自主实验  

2.1  明确实验方向 
实验前 1 个月教师组织动员, 提出带启发性的

实验选项或相关命题, 或把教师科研项目中的有关
内容与实验结合起来, 学生分组 (每组 3 名同学)并
在课余时间查阅文献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实验实

施前 1 周举行开题报告会, 对各组实验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论证, 对设计中富有创造性的成分给予充分
肯定, 确定实验主题。然后由学生自行准备实验并
独立完成全程实验。 
2.2  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及动手能力 

尽量让学生“自己选题、自己设计、自己完成”,
教师只起把关和指导作用。要求学生对自己设计的

实验方案中的每一步骤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为什
么要这样做? 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所用的一切药品
试剂 , 都要查出配方 , 弄清其作用原理及特点 , 然
后由学生自行动手配制试剂、准备实验并独立完成

全程实验。  
2.3  提倡严谨求实的精神 

实验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三严”(严肃
的态度、严格的要求和严谨的方法)的科研作风。要
求学生创新成功的同时, 应该给予学生失败的权利, 
要求学生在实验中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实验结

果, 对于失败的实验只要他们能将失败的原因分析
清楚, 提出以后应采取的措施, 该实验就算通过。 
2.4  训练论文写作能力 

要求学生的实验报告必需按论文格式进行写作, 
举行论文报告会, 每个研究小组将研究论文制作成
多媒体进行交流汇报, 其他小组的成员和老师可以
对正在汇报的小组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提问, 并根据
实验的创新性、结果的可信性、论文写作水平和演讲

能力等方面进行评分, 以求创造出更活跃的学术氛
围。通过交流与评估相结合, 有效地促进学生积极地
参与实验, 努力地探索创新, 提高演讲能力, 进一步
培养了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  

3  实验教学方法的改进 

3.1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让学生有更多动脑、动

手的机会。采取以动手操作为主, 示教为辅, 多媒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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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弥补的原则, 让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 掌握更多的
知识和技能, 基本技能实验全部由学生自己完成。教
师将本该在黑板上书写绘制的文字和简图直接显示在

屏幕上, 节约了时间, 可缓解教学内容多与课时少的
矛盾。目前我们已将收集到的几本教研室制作的细菌、

病毒照片制作成光盘, 设置成循环播放模式, 效果显
著。对于因客观条件限制而难以开展的实验, 用数码
摄像机将实验过程记录下来, 剪辑后播放给学生看, 
使学生及时了解本学科最新研究动态和技术。 

3.2  学生参与实验准备工作, 增加动手机会 
微生物学实验准备工作 , 以往全由教师包办 , 

学生坐享其成。让学生协助教师准备实验, 如配药、
培养基的制备、微生物的培养等, 既增加了学生动
手操作的机会, 又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微生物学
实验方法和技能。 

3.3  建立合理的实验成绩评价体系, 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根据标准化教学的要求, 结合微生物学实验课

程的特点, 建立合理的实验成绩评价体系, 加大实
验考核分数在总分中的比重, 将实验成绩所占比例
由过去的 10%提高到 20%。实验课成绩由平时成绩
和期末考试组成, 其中包括平时实验操作 (占 30%)、
实验报告 (占 20%)、期末实验操作考核 (单独进行, 占
20%)、实验设计 (占 30%)。这样做的结果, 极大地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使学生综合能力得到
较好发展。 

 

3.4  开放实验室 , 培养学生独立的实践和科研  
能力 

由于微生物的培养都有一个周期, 需要经过一
天或几天的培养后才能观察和分析结果, 无法在一
次实验课内完成 ; 同时 , 实验本身就是一个课题 , 
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难免会碰到一些无法预见的问题, 
导致部分实验须在课外完成。为此, 对学生实行定
期或预约情况下的实验室开放, 让学生利用课余时
间到实验室做实验 , 或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活动 , 
这不仅对教师的素质和能力也有了新的要求, 教师
以教促学, 以学促教, 而且对于学生的获益更为突
出, 可明显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使学生能尽快了
解和掌握最新科技动态和科技前沿, 推动学生寻找
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为学生日后独立开展
科研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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