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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病媒生物检疫作为生物学各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教育基础课程，其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对课程的教学

效果、学生专业内涵的塑造有重要的作用。文章针对目前《病媒生物检疫》课程教学内容中存在的生活

化、系统性不足等问题，从具体生活中提取并设计课程具体教学内容，将课程教学内容模块化、形象化、

生活化，探索卫生检验检疫专业人才培养的《病媒生物检疫》课程教学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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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ctor Quarantine” is a basic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biology. The con-
struction of its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cours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Vector Quarantine”, this paper extracts and designs the specific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from the specific life, modularize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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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es it and makes it into life, and explores the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of the course “Vector Quar-
antine” for training professionals in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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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病媒生物检疫关系到国家安全，是保障人民健康和正常贸易的一项重大事情[1] [2]。同时也是生物科

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而卫生检验与检疫则是公共卫生的“眼睛”[3] [4]。为了适应和推动我国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国家制定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这也对高等院校的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人才

的培养方案提出新要求[5] [6]。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病媒生物检疫学的基本理论及实际应

用，掌握基本的实验操作技术，为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程知识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在新时代背景

下调整课程结构、优化教学体系，构建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十分重要

[7] [8]。模块化教学最早应用出现在美国，上世纪在我国出现，并得到了大量的实践。模块化教学的内涵

的核心是将教学目标、内容和日历等进行科学地划分，形成以满足专业人才能力培养要求为目标的科学

教学模块，从而提升教学效果[9]。模块化教学立足于传统的课程教学，但优于传统，在进行教学体系构

建时充分考虑学生已具备知识体系架构、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等，对课程知识脉络、结构、顺序进行优

化组合，致力于提升教学实效性。 
本文在分析病媒生物检疫课程目标的基础上，旨在将零散的课程教学内容融合生活化的相关内容，

形成具体、形象、模块化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实现课堂理论知识与生活的有机衔接，以增强课程理论

知识在生活中的实践应用价值。 

2. 病媒生物检疫课程内容分析 

结合目前从事的《病媒生物检疫》课程教学相关的工作，总结目前课程内容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如

图 1 所示：(1) 在课程内容的导入方面，不能很好的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出发。所学习的课程理论专业知识

和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应用脱节，没有能够很好的从生活中去挖掘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将理论很好的应

用到生活，其中的结合点不清晰，容易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性未能充分调动。(2) 在理论专业知识

的学习过程中，生活中实际案例应用不多，理论的专业知识在生活中的体现作用不强，课程的内容要尽

量从同学们都可以接触到的生活中出发，进行知识点的延伸和拓展，也便于学生能够较好的吸收相关的

课程知识，并巩固其内容的记忆和理解。(3) 在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课堂内容大多按照教材章节顺

序讲解，导致授课内容系统性不强，学生参与度不够高，也无法对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性有清晰的认知，

导致课堂教学效果的收效甚微。 
课程教学内容是建立在面向社会需求的专业建设的基础上，其目标是应用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通

过课程内容模块化、形象化、生活化设计，并结合学生所学其他相关课程综合知识，加以应用到实际生

活问题中，提升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际问题的设计和分析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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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vector quarantine course teaching 
图 1. 目前病媒生物检疫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3. 课程学情分析 

本课程授课对象为卫生检验检疫专业的大三学生，通过前两年的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

已对本课程所需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较好的储备。他们普遍存在缺少理论和生活实际结合的经验，对知识

的实际应用了解甚少，但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病媒生物检疫有着初步的认知。另外随着全球温室效

应的恶化，导致全球温度持续升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旅游和贸易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变，

病媒生物种类、密度和分布等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原有的病媒生物性传染病(虫媒病)范围扩大、发生频

率和强度增加，而且一些新的虫媒病不断出现，因此虫媒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通过探索

将病媒生物检疫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优化，增强卫生检验检疫专业学生关于病媒生物知识的储备，

间接提升卫生检验检疫专业人才在虫媒病方面的应对能力。 
学生已经对流行病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应用有了初步的认识，病媒生物检疫课程内容共分为四篇、十

四章，主要内容包括：总论、病媒生物学、病媒生物及其携带病原体的检验检疫技术，以及虫媒病，学

生目前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为病媒生物检疫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奠定知识基础。但是，学生对病媒生物

的生态习性和生活史的基本概念不易理解，容易在对病媒生物检疫技术应用时出现错误。这就要求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和讲解。 
大三学生在第一期主要进行流行病学等专业课的学习，在大一阶段，宏观上只接触过卫生检验检疫

学科导论，对检验检疫大类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于病媒生物的类别和其中蕴含的原理性知识并不清

晰，课程学习中结合，学习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强，有利于开展教学。本课程的学习，对后续各项工作的

开展奠定了基础。大部分学生在认识过程中缺乏主动性，但是具备较强的好奇心，较容易被新鲜的事物

所吸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抓住学生的这一特点，运用生动有趣的情境引起学生的好奇心，把他们的

注意力带入课程内容中，并引导他们发挥学习的主动性。此外，学生还缺乏拓展思维，理解病媒生物生

态和生活史的基本特性将有一定难度，理论联系实际将会更难。 

4. 课程模块化教学设计探索思路 

针对每节课的教学设计是整门课程的重要组成单元，也是决定学生对于每节课的知识掌握程度和教

师教学效果的重要决定因素，本文对病媒生物检疫课程的内容进行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探索。引入模

块化教学设计的理念，通过将每节课的教学设计进行特征提取和分析，确定具有重要作用的三个模块，

三个模块分别为：① 课程导入，在这一环节进行课程的引入和思政教育，目标在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主要解决专业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脱节的问题，从生活中去挖掘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为课程学习做好

铺垫；② 课程展开，这一环节属于引出想要解决导入问题的专业知识体系，为学生构建本次课程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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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同时也是能够解决课程导入实际问题的有价值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多融入具体生活场景和生活案

例，便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从接触到的生活中出发，进行知识点的延伸和拓展；③ 课程重难点展开，

这一环节主要针对课程专业知识体系中的重难点为学生进行详细讲解，加深学生的理解。 
 

 
Figure 2. Tak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vector-mosquito as an example, the modular teaching content is designed 
图 2. 以病媒生物–蚊教学内容为例设计模块化教学内容 

 
以病媒生物–蚊课程内容为例介绍针对课程的模块化教学设计，如图 2 所示。本节课从病媒生物–蚊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为切入点，定性地分析病媒生物–蚊的危害性，为激发学生了解这一“对手”的兴趣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节课将依次讲解对蚊的形态、蚊的生活史与形态、蚊的种类等内容，对于学生理

解蚊的危害性和相关的防治举措有重要的作用。结合模块化的教学内容，课程将按照以下进行。 
对于每节知识点要充分重视导入模块的内容，在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基础上，也要能够从中提取到

跟课程有关的知识点。以蚊内容为例，首先，在课程导入环节以夏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防

蚊”引出本次课程的讲解对象，让我们不堪其扰的蚊子。对比蚊虫和大型哺乳动物对人类的危害，引起

学生的思考，并让学生蚊虫的危害性的概念，激发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同时结合 2015 年我国首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学者的巨大成就，向同学们介绍我国在蚊虫防治领域的重要贡献。蚊子叮咬可不仅

仅是瘙痒、红肿那么简单，蚊子可以传播包括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登革热、丝虫病和黄热病等 80 余

种传染病。其中，登革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2019 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数据显示，全世界 40%的人有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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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登革热的危险，每年约有 3.9 亿人感染登革热，蚊子的危害可见一斑。因此，人们将每年 8 月 20 日设

立为世界蚊子日，来提醒人们蚊子的危害。其次，启发学生思考如果要对蚊虫进行防治，应该需要掌握

哪些知识点，从而引出本次课的课程内容。接着，按照上一模块的课程内容，逐个为学生讲解其中的知

识点，比如在讲解蚊的形态时，通过图片展示了解成蚊形态，结合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为学生拓展

知识，并从生活现象中提炼专业知识。提示学生思考雄蚊和雌蚊的区别，这也是本部分知识点的关键问

题。再讲解蚊的生活史和生态时，关键问题则是“成蚊是如何形成的，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关键

问题作为核心要始终贯穿知识点的讲解过程。在讲解完知识点之后，要求学生们可以课下观看成蚊形态

的相关视频，加深理解。强调蚊虫生活史的四个阶段所处的环境，以便于后续蚊虫防治的讲解。引导学

生，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运用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跟着老师的引导在头脑中建立知识点之间的关联。

并随机提问学生关于病媒生物蚊传播的主要疾病的相关知识点内容。 
教学时首先通过帮助学生创设情境、设计活动并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通过问题将他们引

入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中来，这是课程导入模块所要实现的具体作用；其次，用日常生活中常见蚊虫来生

动形象地诠释本节中难以理解的蚊虫生活史与生态理论知识；再次，在授课过程中采用播放多媒体动画

等形式，通过这些生动的形式使得学生对病媒生物蚊有一定的感性认识，然后从具体形态、生活习性、

生态、种类进行分析；最后，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生活实际相结合，广泛进行深入讨论如何在生活中

有效灭蚊，进一步巩固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点。本论文所探索的模块化课程内容构建方式和课程体系可

以为其他相似课程提供参考。 

5. 结束语 

结合课程目标，将课程内容进行系统性划分，并将每部分内容进行模块化教学设计，同时建立学生

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实践问题之间的重要桥梁。通过对课程实践项目构建的改革探索，使课程更能够

满足三创人才培养的需求，更加能够提升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综合能力，有效促进教学课堂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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