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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高职《微生物学检验》实验课程改革的创新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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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生物学检验》是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一门核

心课程，也是医学生步入医学检验世界的“敲门砖”，对医学检

验技术专业学生从事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工作有着深远影响。高职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师要聚焦实验教学改革，针对医学检验工作

岗位技能来优化实验教学，运用信息化技术细化检验流程，帮助

学生掌握繁琐的微生物培养和检验程序，运用项目化教学创设检

验情境，提升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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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检验是感染性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攸关患者生命

安全，医学检验人员要具备扎实的微生物检验技能，熟练操作各

种检验仪器设备，精准理解、记忆各项检验项目的标准数据、临

床意义，才能解决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的实际问题。

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师要立足行业大背景，围绕医学检

验岗位技能制定实验教学方案，用模块化教学导入教学案例，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运用信息化技术帮助学生攻克实验操作难点，

培养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认真负责的学习态度。

精心设计项目化教学方案，让学生全程参与实验准备、设计、

操作、实验记录和结果分析等环节，提升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制

定科学的实验考核机制，邀请临床医学检验技术人员担任校外指

导教师，参与课程标准制定和承担实训教学任务，从实验操作、

学习态度、职业素养和团队协作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让

学生提前适应医学检验岗位，提升岗位胜任能力。

一、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一）高职学生微生物学基础知识薄弱，实验教学难度大

微生物学检验是一门兼具理论和实践性的课程，不仅要求学

生具备扎实的微生物理论知识，还要熟悉各种微生物培养和鉴别

方法，对学生综合素养要求比较高，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

大多数学习基础较差，加之微生物检验和高中学习的生物学相关

知识有很大的差异，这门课程对很多同学来说难度比较大。许多

学生在微生物检验实验时无从下手，容易混淆不同微生物的培养

方法，无法准确鉴别不同类型细菌、真菌和病毒等，这给教师实

验教学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

（二）实验课时分配不合理，学生实操能力弱

《微生物学检验》课程知识点多，实验教学课时非常紧张，

许多实验涉及微生物分离培养、生化反应和血清学鉴定等，需要

培养 18 小时以上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结果，一节实验课很难完成。

针对这种情况，很多教师采用分割实验的方式开展教学，学生分

阶段进行实验，间隔一段时间后完成剩余的实验，这种实验教学

方式会影响实验准确性，学生也无法完整掌握实验操作流程。

（三）实验教学信息化程度不高，教学创新不足

高职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教学主要以演示实验为主，教师很少

利用微课和线上教学软件开展教学，信息化技术和实验教学融合

比例小。学生反映课后实验复习比较难，尤其是一些微生物培养

实验，周期长，操作难度大，课后又无法及时与老师交流沟通，

影响了整个实验进程。

教师要积极学习掌握信息化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微课、学习

通、智慧职教、虚拟仿真系统等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提升学生操作技能。

（四）实验考核方法单一，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低

大多数高职院校实验考核方式比较单一，教师都是根据实验

报告和实验数据对学生进行评价，忽略了对学生实验创新、实验

设计和操作过程等环节的考核，这种评价方式不利于挖掘学生潜

力。

部分学生为了拿到实验高分，抄袭其他学生的实验数据或直

接套用网上的实验设计，少数学生不清楚自己实验操作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只是针对实验结果和数据进行分析，忽略了实验操作

过程的反思，对提升学生实验操作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创新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教学的必

要性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

随着检验设备和医疗技术的更新，高职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教

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要不断创新实验教学方法，把最新的

微生物培养、鉴定技术融入实验教学中，通过教师讲解微生物学

最新科技成果，带领学生听取医学专家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学术讲

座，鼓励学生多渠道了解医学检验最新科研成果，开拓视野，培

养创新意识、科研意识和奉献精神。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医学检验是一项严谨、求实的工作，主要为临床感染性疾病

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检验人员每天都要面

对大量不同类型的临床标本，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这对检验

人员敬业精神、生物安全意识和职业操守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教师要不断创新实验教学方法，培养严谨缜密、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踏实肯干，勇于探索的工作作风，树立责任意识，质

量意识和生物安全意识，为今后从事微生物检验工作奠定基础。

（三）有利于提升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质量

实验是医学检验专业的主要教学模块，对教学质量、学生就

业都有重要影响，教师要积极运用虚拟仿真技术、微课等开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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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把最新的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和成果融入教学，夯实学生微生

物学基础知识，让学生掌握微生物分离培养技术、生化鉴定技术、

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和细菌自动化检验技术等，为后续实习和就

业奠定基础。

三、高职微生物学检验实验课程改革的创新路径

（一）精心开展模块化教学，夯实学生专业基础

高职《微生物学检验》主要是包括了细菌检验、真菌检验、

病毒检验及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几大板块，教师可以根据这一特点

来设计模块化实验教学方案，循序渐进开展实验教学，加深学生

对微生物检验的了解。

例如教师在细菌检验模块葡萄球菌实验教学中，可以布置以

下任务：培养基选择、细菌接种方法、生化反应鉴定等环节的设

计与准备。让学生认识细菌培养前的准备，掌握不同的接种方法，

能分离培养葡萄球菌、进行血液标本的细菌检验。

细菌培养是实验教学的重点，教师可以先为学生介绍需氧培

养法、厌氧培养法和二氧化碳培养法，让学生利用这几种方法来

培养细菌，并进行革兰染色、生化与药敏鉴定，让学生认识金黄

色葡萄球菌生物学特性和微生物学检验及实验注意事项。

模块化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尽快熟悉微生物检验基础知识，为

后续综合实训打牢基础，教师可以灵活设计模块化教学任务，一

步步引导学生熟练掌握微生物检验技术。

（二）精心设计项目教学方案，提升学生操作能力

教师可以把微生物检验实验转化为小组项目，各个小组自主

设计实验方案和操作流程，并拍摄实验视频，让小组之间进行互

相点评，提升学生实验操作能力。

例如革兰氏染色，可以实施项目化教学，准备好金黄色葡萄

球菌、大肠杆菌悬液或菌落，学生自由结组进行实验，任选一种

细菌进行革兰氏染色。

小组先制定实验方案，明确革兰氏染色原理、操作步骤、结

果报告及临床意义。

学生设计了如下实验方案：第一步是制片，包括涂片、干燥

和固定。第二步为染色，其中包括用结晶紫初染 1 分钟，水洗后

碘液媒染 1 分钟，水洗后 95% 乙醇脱色 0.5 ～ 1 分钟，水洗后稀

释复红复染 0.5 分钟，水洗，待干燥后镜检。重点要考察实验设

计的结果报告与分析。

教师可以安排各项目小组展示实验结果，小组之间可以进行

提问，鼓励学生自主完善实验操作环节，真正提升学生实验操作

能力。

（三）巧妙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化实验教学方法

随着“互联网 +”教育理念的提出，信息化教学已经大势所趋，

高职微生物检验学教师要积极贯彻信息化教学理念，运用微课、

线上教学开展实验教学，建立课前、课中、课后互动，为学生课

后实验练习提供指导。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超星学习通软件开展线上教学，把实验操

作过程剪辑为视频，用微课来导入新课，学生在电脑或手机上就

可以上网课，摆脱实验室场地和设备限制。

教师可以结合实验设计一些线上互动问题，比如如何分离培

养尿液中的病原菌，如何进行血清学检测，药敏实验操作流程等，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用这种新颖的线上答题方式来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也方便学生查看解题分析。

教师可以在实验视频中添加文字或思维导图，帮助学生准确

记忆微生物实验操作流程，还可以导入临床微生物检验报告单，

让学生分析这些检验单反映出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可以把实验报告、实验操作视频和操作注意事项等学习

素材上传到班级课程群，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反复学习，通过

回看实验操作视频，完成在线测试题和临床微生物检验标准数据

等，方便复习微生物检验重点、难点知识，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

课后实验练习。

（四）完善实验教学考核标准，挖掘学生潜力

教师要不断完善微生物检验实验评价体系。一方面是邀请医

院检验科专家、技术人员、第三方检验机构人员担任指导教师，

让他们站在临床角度对学生实验操作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则是制

定多元化评价标准，采用单元测评与综合测评相结合，分阶段的

考核方式，加强过程考核，理论知识考核根据知识目标和能力目

标对必备知识点的要求，结合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临床医学

检验技术》考试大纲，采用闭卷形式进行考试，实践考核成绩主

要根据实践技能操作进行评价。

临床检验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考核评

价，可以让学生提前熟悉临床医学检验岗位技能，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积极性，提升岗位综合实践能力。

四、结语

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师要立足于行业背景，不断创新《微

生物学检验》实验教学方法，把模块化教学、项目化教学和信息

化教学融入实验课堂，进一步挖掘学生学习潜力，让学生了解临

床医学检验工作流程，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甘于奉献

的职业素养，打造全新的实验教学评价体系，不断提高微生物检

验实验教学质量，提升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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