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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笔者在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两个专业从事多年的教学工作，立足食品类专业课程教学实际，

针对《食品微生物学实验》当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实

验内容不够丰富、教学模式单一和考核评价不全面等，积极思

考应对策略并在教学改革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以期提高教学

效果。

1  丰富实验项目，提高综合性实验比重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课程的实验项目共10 个，总学时51

个。受实验条件限制，以往的实验通常以观察性、验证性为

主，如培养基的配置、革兰氏染色以及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的

形态观察等。这些项目对于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提高基础操

作水平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实验内容相对固化，学生按部就

班操作即可顺利完成，对于开放学生视野、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明显不足。在近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中，

增加了环境微生物的分离纯化和初步鉴定、水中菌落总数的测定、

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和食用真菌的培养共4个综合性实

验，使综合性实验项目的比重提高到50%以上。同时，对于综合

性实验，教师课前协助学生准备实验材料，不再提供具体的实验

步骤，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激发，分组设计实验、分析数据，课堂

上教师进行指导，实验结束后予以点评，不再以实验结果“论英

雄”。这些实验项目虽然难度偏大，但贴近生活实际、锻炼学生综

合能力，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欢迎。

2  利用线上资源，不断创新教学模式

海量的网络资源，为方便教师备课、拓宽学习资源提供了

极大便利，在线学习资源的挖掘也成为学院教师努力的方向。通

过与北京独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三环三案”教学实践：

学生课前观看在线学习资源、熟悉基本操作，从而在线完成预习；

课堂上通过实操增强理性认识，做到“实践反哺教学”；课后可以

在线与老师同学互动讨论、巩固提升，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三

个学习阶段环环相扣，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特别是

“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混合教学模式与QQ学习群、微信工作群

相结合，教学效果更加凸显，师生间交流互动得到加强。随着学

生逐渐适应并乐于使用手机进行学习，教师必须与时俱进，充分

挖掘、利用在线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鲜活的学习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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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重过程考核，评价方式多元化

考核评价方式是学生学习的“指挥棒”。为引导学生上课

主动参与，考核评价更应该注重过程评价。提高平时考核的比

重，由传统的30%提高到50%，根据学生课堂积极性和实验规范

性进行评价，有利于课堂管理，也有助于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通过引入混合教学模式，学生在线学习、讨论的情况由学

习平台自动统计，评价更加精准、客观。另一方面，对于综

合性实验，指定实验内容和目的，但不指定实验具体步骤，由

学生小组协作配合完成，教师在此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观察和评价

学生的课堂表现。探索增加开放性实验、探究性实验的数量，

锻炼学生对专业知识思考和应用的综合能力，彻底打破了通过实

验结果、实验报告对学生进行评价的局面。

4  结语

《食品微生物实验》是食品类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基

础实践课程，贴近生活实际、应用性强。本文以江西科技师范大

学为例，梳理了当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教学改革实

践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期望通过转变思路、更新教学理念和

改革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培养符合新

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食品类专业人才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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