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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生物基础与检验技术》作为食品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实用性和应用性很强，该课程在

“三自主四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在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课程思政教学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

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企业用得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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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food majors, Microbiology Basis and Testing Technology is very 

practical and applicable. Under the “Three Independence and Four Combin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l, this 

course carries out teaching reforms in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teaching methods,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train people who can be used by enterprises. 

[Key words] Microbiology Basis and Testing Technology; “Three Independence and Four Combin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当前职业教育已进入发展的快车

道，既是职业教育的机遇，也对职业教

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高等职业学校

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

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为学生提供

多种学习方式，培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了达到这一

要求，我院创新实施“三自主四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即服务学生多元发展，

围绕立德树人一条主线，确立匠心精神、

技术技能两个重点，学生跨年级、跨专

业、跨方向自主选择课程，实施“教产

结合、教创结合、教研结合、教赛结合”

的四个结合，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提供

不同的学习套餐，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

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在此背景下，

《微生物基础与检验技术》课程教学也

作出了一些改革。 

1 存在问题 

1.1教学内容与职业教育的要求存

在一定的不适应 

该课程的内容基本围绕高职类的教

材设置教学内容，理论偏多，实践偏少，

不能体现课程的深度、难度和挑战度，

不利于学生技能培养。 

1.2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发展现状存

在一定的不适应 

90后为在校大学生的主体，他们从

小接触电子产品、接触网络，其学习的

方式及获取知识的渠道与以往发生了很

大的改变，导致很多学生不适应传统的

教学方法，成绩下降。 

1.3素质教育与行业企业的要求存

在一定的不适应 

“应试教育”的目标是“为应试而

教，为应试而学”，而素质教育的目标是

提高国民素质，职业教育的素质教育是

为了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求、有职业素

养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侧重于技

能的培养，弱化了素质教育，导致培养

的人不符合行业企业得要求。 

2 课程改革 

2.1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 

课程内容与食品类国家检测标准、

食品工业行指委组织的微生物检测技能

大赛对接，以行业技术规范为基础，引

进新技术、新工艺制作微课和实训教学

视频，优化以技能培养为目标的教学内

容，保证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教学内容共分为十个章节，为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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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微生物基础与检验技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表（部分）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目标 挖掘的思政元素 载体

1
微生物学的发

展史及其特点

·培养学生敢于质疑、

探索真理的精神

·培养学生辩证思维

严谨细致、爱国情

怀、辩证思维

·国内外著名微生物学家的事迹（科赫、

巴斯德）（人物事迹）

·当微生物可以在地球上无限生长时，

会发上什么现象？（启发式教学）

2
细菌的形态和

细胞结构

·培养学生为科学勇于

奉献的精神

·养成遵守行业规范的

意识

奉献精神、行业规

范

·马歇尔确定慢性胃炎和胃溃疡的病原

菌（幽门螺杆菌）（人物事迹）

·伤寒玛丽（伤寒杆菌）（案例）

3
细菌的繁殖及

其他细菌

·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

·培养学生追求真理、

无私奉献德精神

健康意识、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

·细菌性流感（生活事例）

·汤飞凡生平事迹（人物事迹）

4 放线菌
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的

精神
吃苦耐劳 青霉素的效价提升（科技事例）

5
显微镜的使用

技术

要求学生遵守职业规

范

爱护仪器、规范操

作
错误的操作（实践操作）

细菌、酵母菌、霉菌、病毒、微生物的

营养与培养基、微生物的生长及其控制、

微生物的遗传变异和育种、微生物与生

态、微生物实训技术。课程通过大量的

微课、动画、实操视频增加教学的信息

量，增强学生对微生物形态的感性认识、

对技能操作标准化的掌握。 

2.2优化教学方法 

2.2.1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混合教学 

教师可以利用课程平台进行混合式

教学，课前下发任务单，学生自主学习；

课中开展测评、答疑、活动，解决教学重

难点；课后完成作业，巩固知识点。24小

时不间断的在线资源使学生可以反复观

看视频、循环测试、剖析案例、讨论答疑、

练习操作，突破了时空的局限。特别是利

用本课程平台展开校内混合教学、以及翻

转课堂的教学改革，让学生占据主导地

位，教师作为引导者、辅导者开展教学，

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2.2利用3D动画开展立体演示教学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发展而产

生的一项新兴技术-3D动画，它可以形象

的演示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的形态、特

点，如在讲微生物的纯培养技术时，由

于微生物不可见、难理解，通过3D动画，

能较好的展示微生物的生长、污染情况，

使教学效果更直观。 

2.2.3利用直播、虚拟强化实践教学 

传统教学偏重理论知识，使上课学

习变得枯燥无味，无法满足教学目的。

本课程在停课期间采用直播的形式，向

学生展示实验器材、操作步骤、注意事

项等，有利于学生掌握技能操作；再通

过虚拟仿真软件强化学生技能训练，如

食品中大肠菌群的检测，通过教师的实

操录像，使学生掌握大肠菌群检测的步

骤及要点，再通过仿真软件的练习，增

加熟练度，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2.2.4利用信息工具辅助教学 

利用腾讯QQ以及微信等交流软件，

通过建立学习群，让学生在群中积极发

言，讨论交流微生物相关知识，以点盖

面，辐射整个班级，有利于调动学生积

极性和主动性。 

2.3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结合OBE理念，明确课程育人目标、

优化教学内容。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引

入新技术、新工艺，将企业规范及典型

案例融入教学，将“课程思政”元素融

入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提升学生的职

业素养。 

根据“课程思政”目标设计相应教

学环节，采用启发式、研究性、案例式、

PB等教学方法，将“课程思政”元素融

入课堂授课、教学研讨、实验实训、科

研开发、作业论文各环节，不断拓展课

程思政建设方法和途径，增强课程思政

的亲和力和针对性。 

3 结束语 

课程经过内容的整合、教学方法的

改革，学生上课状态、学习成绩都有所

好转；学生喜欢线上学习知识，喜欢动

手操作，自主学习能力有所提高。但在

细节的把握以及创新设计等方面还存在

不足，在今后的教学中将从这方面继续

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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