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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status of sanitary microbiology course, several teaching 
methods widely used in sanitary microbiology teaching were discussed. The mixed teaching me-
thod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effect was evaluated in sanitary microbiolog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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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卫生微生物学课程的特点及教学现状，对目前卫生微生物学教学过程中广泛存在的几种教学方法进

行讨论分析，提出混合式教学的方法在卫生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并对应用效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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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卫生微生物学作为微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是预防医学专业本科教育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其课

程内容为卫生微生物相关基础知识及大气、土壤、水、食品、药品、化妆品等环境下的微生物种类分布

等，微生物与其所在环境的相互作用规律，对人类健康、衣食住行的影响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方法准确检

测并控制、消除其危害等。由于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后

很多要进入疾控、检验检疫等单位，所出示的结果往往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因此学生在本科阶段应该

认真扎实学好基本功，为将来的学习工作打好基础。目前我们选择《卫生微生物学》第六版作为教材，

该教材内容以文字叙述为主，学起来普遍感到生涩[1]。由于各地学生在开展此门课程之前微生物学基础

知识不一，有的学校会安排学生先进行医学微生物学的学习，然后开展卫生微生物学习，学生学习起来

更容易理解和掌握，但也有学校在预防医学本科课程安排中只有一门卫生微生物学课程作为必修基础课，

这种情况下，学生在正式开始本教材内容学习之前，必须先开设医学微生物学相关内容的学习和补充，

否则学生难以理解微生物的概念，不熟悉临床上常见致病微生物类群及致病规律，在学习环境中各种致

病微生物类群时会感觉到非常吃力，难以掌握。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总结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我们注

意到采用单一的课堂讲授法效果往往较差，很多学生在教师平铺直叙的讲授过程中感到枯燥乏味，精力

不集中，学习效果难以保证，如果采取多种教学方法混合使用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尤其是针对不同的

章节内容选择不同的方法。因此，本文提出建议在卫生微生物学教学过程中采取多种方法混合的教学方

式，希望能向广大读者分享经验。 
所谓混合教学即在同一门课程中采取多种教学方法混合使用的教学方式，具体包括： 

2. 不同章节选择不同教学方法混合 

1) 课堂讲授 + 课堂练习 + 课后检验：细菌的概念、结构、营养与生长、消毒灭菌等基础知识部分，

宜选择课堂讲授 + 课堂练习 + 课后检验这种传统的方式，该部分内容偏向记忆为主，是学习微生物的

基础，无论是后续章节的学习还是实验课都需要以此部分为基础，对于初次接触微生物的同学，应该在

课堂讲授过程中适当插入大量图片、动画或视频，以帮助学生理解，如细菌细胞壁的结构及革兰氏染色

等知识点，可以采取 MOOC 课堂中的视频资源进行教学，让学生在学习革兰氏染色过程中更好的理解细

菌细胞壁的结构特点以及格兰仕阳性菌及阴性菌之间的区别。每个知识点学完好需要立即进行课堂练习

和课后的检验，让学生在多次反复的学习中加深记忆和理解。 
2) PBL + 课堂讨论 + 汇报展示 + 教师答疑：致病性微生物的种类、致病性、检验检疫方法原则等内

容包括细菌中的球菌、杆菌、螺旋菌、立克次氏体、衣原体、支原体，致病性真菌及噬菌体、病毒等大类，

每个大类下面又包含多种具体的常见致病菌类群，每种微生物的取样方法、检验方法、传播规律、致病性

特点都不相同，涉及内容多而杂，但这部分却非常重要，在学生以后的工作中，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就是

对环境中的这些具有致病作用的微生物进行预防和控制，所以掌握每种微生物的特点和传播规律及致病规

律是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基本功。这部分内容宜选择案例讨论的方式教学，案例法教学在临床医学类课程

中已被广泛运用并得到了肯定[2] [3]，教师需要提前备课，可以选择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件作为案例，通

过案例导入，把学生带入情景中，让学生假设自己身处案例环境中，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去分析案例的原

因，查找规律及寻求解决办法。如学习耶尔森杆菌的时候，可以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流行，死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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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人的鼠疫作为案例，学习病毒的时候可以用非典型肺炎及这次的新型肺炎传染病为案例，让学生通过

翻资料找到疾病的源头，按照流行病学的分析方法，探索该病原的生物学特点，传播规律，致病性，治疗

方法以及防控原则等。课堂讨论要用具体的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应分组进行，允许使用教材、手机、电脑、

课外资料等多种渠道进行查阅。汇报展示则是锻炼学生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让学生对事件的发生、处理进

行一个梳理和总结。教师答疑针对学生的回答情况、汇报情况进行简单总结，并对重要知识点进行强调。 
3) 角色互换 + 课堂竞赛 + 课堂测验：水、土壤、空气、食品、药品、化妆品、公共场所、医院等

不同类型环境中的微生物这部分知识结构都比较相似，主要介绍环境理化特点、该环境下容易出现的致

病微生物种类、分布规律及传播规律，微生物的检验及防控以及发展前景等知识。其中涉及到的微生物

类群都是前面微生物基础部分学过的内容，这些内容学习起来难度不大，完全可以放开让学生自学，并

通过角色互换让学生上台与大家分享展示，这样一是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二是锻炼学生的上台展示能

力。课堂分组竞赛可以设置课堂抢答，辩论赛等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课后要设置

习题检验，让学生更系统的巩固该部分知识。 

3. 同一堂课中多种教学方法混合 

每次课堂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率是多数教师一直比较关心的

问题。如果是传统讲授课堂，开始上课大约 30 min 以后，学生的注意力开始不集中，课堂教学效果下降

[4]。因此应该在每堂课都设置多个环节，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开展教学。 
1) 教师讲授 + 抢答练习 + 课堂检验：传统讲授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受控性，在较

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并保持知识的系统连贯性，符合教学过程基本任务和本质特点要求[5]。对

以记忆为主的重要知识点，每次课开始的前 20 分钟主要以重难点知识的讲解为主，主要让学生快速把握

重点，在老师指导下掌握抽象的知识点，如快速掌握细菌特殊结构，掌握其特征、用途、检验方法等，

学会分析细菌生长曲线的 4 个时期特征，知道每个生长期在实际应用中的作用等。然后借助雨课堂或学

习通 App，通过课堂抢答练习进行训练，让学生反复应用这些琐碎知识点，加强记忆[6] [7]。最后的当堂

检验环节起巩固作用。平时的学生表现都计入平时的课程分数，以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2) PBL 教学 + 学生汇报 + 课堂测验：提前在教学 App 中导入案例并设置好问题，上课开始的前

10 分钟，学生阅读并分析案例，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案例并查阅教材、网络等进行讨论回答问题，

该环节设置的问题需要有一定难度和深度，切忌用过于简单的可以从课本直接找到答案的问题，以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讨论结束后，选择小组代表进行汇报，对于主动汇报和表现较佳的同学及小组予以加分

奖励，最后用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课堂测验，以巩固本次课的知识。该教学方式旨在通过案例及问题

引导学生进入案例情景，引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和创新能力[8]。讨论式教学可以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

题，加强学生间交流和学习，使学生更加牢固的掌握知识[9]，国外许多著名大学均推荐教师采用讨论式

教学作为课堂讲授外的第二种教学手段[10]。 
3) 角色互换 + 教师点评 + 课堂测验：课前布置任务，将课堂知识拆分成若干知识点，学生提前备

课。课堂上每个知识点选一名学生代表当教师讲解，教师与同学共同听课。每个知识点设定时间，要求

讲授的学生脱稿讲授而非完全照本宣科念讲稿或读课件。讲完后，教师对每个知识点的讲解进行点评和

补充。最后用 10 分钟左右进行检测。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1) 教学反馈及反思 
根据 Ebbinghaus Forgetting Curve 规律特点[11]，在上述多种教学方法运用后，加上课堂测验，学生

能在较短时间快速完成，学生对当堂或当日知识点的记忆效果良好。教学软件的运用能够及时有效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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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问题即时反馈，为教师随时反思和调整教学提供了依据，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寻求方法解决问题

[12]，整个教学过程本身形成了一种教改活动，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加了师生互动，提高了学生们的

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2) 学生参与情况分析 
手机及电脑是目前高校学生的必备品，以往的传统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在课堂上手机使用频率颇高，

除必要的查询资料外，更多的是在查看课堂无关内容。本混合式教学的运用，学生需要随时跟上节奏，

参与教学活动，其注意力很好的吸引到了课堂，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学习效率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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