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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为满足学生成长需求和期待，专业课要守好一道渠、
种好责任田，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那么，如何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教学任务，解决好专业教育
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是现阶段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痛
点”问题。因此，一场用思想和价值的展示唤醒或塑造来引领
专业课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  明确育人方向
一线教师既是课程的执行者，又是学生的第一对接人，必

须明确“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育人方向，不忘初心，坚
守始终。

2  优化育人体系与方法
2.1教学团队建设
微生物学课程教学团队共 7 人，包括教授1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2 人，所有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且都是党员。本
团队定期开展思政讲堂、教学交流研讨、主题实践等教师活
动，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人文素养，确保教书和育
人有效结合。

2.2线上教学平台建设
建立课堂派、超星学习通、微信群、雨课堂等网络学习交流

平台。
2.3教学资料建设
(1)教学大纲。设置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

的课程目标，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实际，发掘和提炼课程教学中的
思政元素，在教学大纲中明确思想教育的融入点与载体途径，将
案例教学、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运用于课堂教
学，在课程考核中加入德育元素评价。(2)课程思政元素资源库。
深挖课程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构建 “思政元素资源库，主要
包括:①“思政思想 ”资源库。深入剖析微生物学课程中的每个
知识点，挖掘其蕴含的思政思想，按思政思想分类整理构建“专
业知识 思政思想 ”点对点案例库， 如培养基的配置 团队合作
意识、消毒与灭菌安全意识、 如抗生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微生
物的代谢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规律、病毒科学工匠精神、微生
物生态 科学发展观、微生物的遗传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等。②

“名人事迹 ”案例库。梳理微生物学发展历程中国科学家事迹，如
伍连德与鼠疫、汤飞凡与沙眼衣原体、顾方周与“糖丸”疫苗、黄
翠芬与四联创伤类毒素、方心芳与曲蘖酿酒、余大绂与植物黑粉
病、谢少文与立克次氏体培养、田波与卫星 RNA生防等。

2.4“双线三阶”个性化创新教学改革探索。根据学生学习基
础和学习愿景，将课程内容进行三层六维重排与优化， 三层对应
微生物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多学科综合知识与方法、生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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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科学前沿，六维与布鲁姆的六维认知相对应。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个性化教学模式通过课前、课中、课后

三阶段全程跟踪教学，利用过程化、个性化的形成性评价方式进
行课程考核，关注学生学习的体验感与收获感，以期促使学生真
正乐学、愿学、进而帮助学生从学会到会学。同时，采用画龙点
睛式、专题嵌入式、元素化合式、隐性渗透式等实施课程思政教
学，充分发挥课堂的专业及德育育人功能。

线上教学课前，通过课堂派发布思政学习资料、章节学习指
导、三层学习内容及自测题；课中，根据学生分层学习内容和自
测情况，分层推送六维度问题，并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以思维导
图方式做出答案；课后，发布不同难度的作业题，并根据作答情
况进行全班统一讲解、或分组及个人针对性辅导。

线下教学课前阶段，通过QQ群发布预习内容；课中开展对分
课堂和翻转课堂，在对分课堂中，将思政元素溶于课程内容中，采
用BOPPPS、五星教学法等方法讲授理论知识，利用课堂派或雨课
堂进行师生互动，学生以小组讨论、漫画游廊等方式深度参与课
堂；在翻转课堂中，教师以问题引导为主、学生以个人演讲、作
品展示、小组报告、小组拼图等方式参与课堂；课后，通过课堂
派发布科学探究、科学素养、知识总结与应用等个性化作业。

注重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密切结合，将个性化教学同步应用
于实验教学中，注重思政融入。以“做好一件事”为实验课目标，
设置分层个性化综合实验，分别为夯实基础型、科学素养型、创新
项目型。实验课前将实验目的与要求分层发布。课中，利用腾讯会
议直播演示实验规范操作与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掌握规范
的操作技能；依托自建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开展综合实验，线上分层
指导学生自主完成实验设计，线下小组分工完成实验任务；课后，
自主完成基础型实验报告、学术论文型报告、实验总结与反思。

2.5融入思政的过程化、个性化评价体系
构建由德育评价、线上学习，课堂个性化展示，课堂活动小

组互评、章节测试、期中测试、期末测试构成的过程化、个性化
理论课程评价体系，从多角度肯定学生的学习。构建由实验安全
测试、分层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分层实验报告、小组互评构成
的实验课程评价体系，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综上，微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增强了学生的专业
认同感和团队合作意识、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有利于达成
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育德育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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